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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贺麟全集》的出版，是我和许多学界同仁久已期盼的事情。
贺麟先生 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哲学家、翻译家、哲学史学家和前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不了解贺麟
先生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就无法真正知晓现代中国如何引入、 消化西方哲学，也会盲然于新儒家运动
一个重大思想源头。
而要深入研究贺 麟，此《全集》就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文本。
 贺麟，字自昭，1902年9月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杨柳沟村一户乡绅家庭 。
他8岁入私塾，后来入新式小学和中学，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 身）中等科二年级，1926年
夏毕业于该校高等科。
1926年至1930年，先后在 美国的奥柏林、芝加哥和哈佛三所大学求学，受到系统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 
学的严格训练。
1930年夏，赴德国柏林大学系统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一年 。
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36年成为正教授。
 他1942年出版《近代唯心论简释》，1945年出版《当代中国哲学》， 1947年出版《文化与人生》。
此三书确立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 家学术潮流中的重要地位。
1950年，他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出版，以后 多次印刷和再版，影响巨大。
到“文革”前，他的一些译作已陆续出版，比 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上 卷，与王玖兴合译）、《哲学史讲演录》(前三卷，与王太庆等人合译）等。
 1955年，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 员。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触及，“文革”中被严重迫害。
“文革 ”后出版和出齐了多种重要著作和译著，担任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
1992年9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
 贺麟先生一生的最大两个成就是：(一）沟通中西主流思想的方法论，由 此而为中国古代思想，特别
是儒家，找到一条新路。
在西方一边，他自斯宾 诺莎那里获得理性观照的直觉法、自黑格尔那里得到辩证法的提示，并力求 
打通两者。
在中国一边，他揭示了宋明儒的直觉法，既言及陆王的“不读书 ”、“回复本心”、“致良知”的直
觉法，也阐发朱熹那“虚心涵泳，切己 体察”的直觉法。
至于辩证法与直觉法(他又称之为“辩证观”）的关系，可 以简略说成，辩证法需要直觉法的引导，
而直觉体验则需要辩证法的曲折往 复的磨炼和开展，两者在历史、艺术、文化和人生的变化过程中相
摩相荡而 一气相通。
(二）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精当阐发和翻 译，使之生意盎然地传人中国。
贺先生的译文以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 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为特点，得到学术界一
致赞许。
他志在向 中国人介绍和翻译西方的大经大法，或“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所以无论 是在选题择人
、版本选择还是在实际翻译上，都认真严肃，还往往对照其他 语言中的相关译本。
而且，只要情况允许，他会在译著前加上有分量的导言 ，或在论文、著作中加以阐述，以便于中国读
者的领会。
 贺麟的学术活动、著作和学说，以其内在的思想素质和成就，在他那个 时代的哲学界中属于最出色
之列。
而且，人类世界将进入一个各种文化、特 别是东西方文化相激相融的时代，那些能够站在这个交汇之
处，能真正有助 于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学说将获得更多的关注。
尤其是，在这个数理化 、技术化、商品化的时代，那既不躲避，亦不苟从，而是能在“理”中不失 
“心”源，或以新鲜的方式体会出“心即理也”者，当有蓬勃的活力和未来 。
我相信，贺麟思想会随着此套《全集》的出版和时间的拉长，而愈来愈显 露出多维度的深意。
 这套《全集》包括贺麟先生的专著、译著、学术论文、学术讲义以及其 他重要的文章、札记、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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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等等，将分批整理出版，目的是尽可能系 统、完整地展现先生的学术历程以及在各个领域的学
术成就，为学界贡献一 套研究贺麟学术和思想的最具权威性的定本。
为此，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编 辑，做了大量细致认真的校对和梳理的工作。
除了重新设计版式，纠正此前 版本的少量讹误，统一同一书稿前后不一的译名等工作外，编者还依据
贺先 生自存本上的手迹，校改了部分由于时代因素或出版上的考虑而曾作调整的 文字，以最大程度
体现先生本人的真实意愿。
此外，有的译作因出版年代相 隔多年，加之部分内容是集体翻译，并经过数次修订和多个版本的相互
校勘 ，译文呈现出某种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次借重新编排之际，编者们也尽量 做了统一处理。
 贺麟先生是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恩师，他的学识和人品是我所崇敬和 终生感怀的。
我一直觉得，他对于现代中国哲学事业的贡献，还没有为学界 充分认识和估计。
这套《贺麟全集》的出版，或许会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 为未来的贺麟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并泽及
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
 戊子夏(2008年6月）愚弟子祥龙敬撰于北大畅春园望山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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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哲学家贺麟撰写于抗战时期的论文集。
书中每一篇文字都是为中国当时迫切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根据个人读书思想
体验所得去加以适当的解答。
这些解答所取的途径，如从学派的分野来看，似科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洋康德、费希特、
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
篇中大都系亲切地自道所思所感和所体察到的新意思，以与青年朋友们谈心论学。
本书是贺麟先生前期思想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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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麟（1902.9-1992.9），字自昭，四川金堂人。
现代哲学家、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翻译家。
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介绍和研究，是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同时为中国哲学与西
方哲学的融合创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主要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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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题记新版序言序言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经济与道德物质建设与培养工商业人才物质
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法治的类型五伦观念的新检讨论假私济公论英雄崇拜论人的使命信仰与生活理
想与现实乐观与悲观自然与人生观念与行动基督教与政治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
基督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诸葛亮与道家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从看外国电影谈
到文化异同战争与道德宋儒的新评价杨墨的新评价功利主义的新评价宣传与教育漫谈教学生活陆象山
与王安石人心与风俗树木与树人学术与政治政治与修养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论哲学纷无定论文化、武化
与工商化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反动之分析革命先烈纪念
日感言向青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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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注重道德的话： 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孔子：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我们试比较玩味他们这番兼赅浑融代表典型的中国人智慧的话，我们便 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第一
，虽前后所说，好似自相矛盾，而其实无有矛盾 。
第二，他们既不片面注重道德，亦不片面注重经济。
第三，他们也不笼统 地，宽泛地说道德与经济有同等的重要，漫无分别；反之，他们对于经济与 道
德之先后缓急、轻重高下的关系，确有一定的见解。
我们可以总括为下列 三命题： （一）就立国根本言，道德为立国的大本。
国家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武力上 ，也不是建立在经济上，而道德才是维系国家的基础的命脉。
以素持德治礼 治的孔孟，有此种见解，自无足怪；而以实行霸道著称的管仲，也说出这类 的话，更
特别值得重视。
 （二）就施政次第言，须先着手解决经济或国民生计问题。
次及国防问题 ，次及道德文化问题。
《论语》载孔子适卫时与冉有一段对话，最足以表示 此意：“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孟子见梁惠王虽然开口就说：“王何必日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但一谈及施政的程序，他便提出他的“五亩之宅，树之 以桑⋯⋯”的一套经济政策，且谓“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养 生丧死无憾”为“王道之始”。
足见孔孟施政的方针，一贯的首先着重经济 力的培植。
 （三）就道德与经济的关系言，国民经济的富足，可以促进一般道德之良 好。
国民经济的贫穷，可以引起一般道德的堕落，惟有特别有道德修养的士 或君子是例外。
 简言之，他们共同认为道德为目的，经济为工具，道德为立国之本，经 济为治国之用。
经济的富足与否可以影响一般国民道德的良窳，但少数有道 德修养之士其操守却不受经济的影响。
由我们以现代眼光看来，这种见解， 可谓最合于常识、最平稳、最妥当、最不偏倚、最无流弊了。
 但是他们这种见解虽好；究竟止于是简单的、含浑的，甚或武断的见解 ，而不是系统的理论或学说
。
譬如，道德何以是立国之本？
何以施政次第， 须先解决经济问题？
经济的贫富何以会影响一般人道德的好坏？
经济既能影 响人的道德，是否经济决定道德？
如是，则能决定的经济岂不是本，而被决 定的道德，岂不是用吗？
经济与道德逻辑上的关系，换言之：经济与道德必 然的、普遍的、永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上面所引的 管子和孔孟的话，均不能给我们以充分的满意的答复。
现在的时代，人们对 于古圣贤的话无有信仰，其实也无须有信仰，所以单是提出古人的嘉言灼见 ，
若无事实的证明，理论的发挥，决不足取信。
而且近代凡耳食一点达尔文 进化论的人，谁也都知道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天然淘汰的说法，谁也都
知 道有强权无公理，经济力、机械力、武力是取决胜负的关键，谁也不会完全 相信道德家“礼义廉
耻，国之四维”，或“为政以德”的说法。
 所以我们只好对于古圣贤的遗教暂抱怀疑态度。
今试对人人所公认的关 于经济与道德的一些事实，从理论的分析着手。
关于经济与道德，有下列四 条不可否认的显明的事实： （一）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好（所谓衣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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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有恒 产即有恒心，即指此项事实）。
 （二）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好（所谓家贫出孝子，士穷见节义，无恒产而 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均
指此项事实）。
 （三）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坏（所谓饱暖思淫欲，所谓经济中心即罪恶之 渊薮，即指此项事实）。
 （四）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坏（所谓无恒产即无恒心，小人穷斯滥矣，或 饥寒起盗心的俗话，均指
此项事实）。
 这里所列各项事实，尽管彼此互相冲突矛盾，但却无人可以否认这些全 是坚实可靠的事实。
我们对于这四项事实，第一须同等重视，不可偏重一项 事实而大发议论；第二我们必须提出一些可以
同时解释四项事实的公共理论 。
根据对于上面四项事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绌绎出下面几条理论： （一）经济的贫乏与道德的好坏间无
必然的函数关系。
换言之：经济富的 人不必道德好，经济贫的人不必道德坏；反之，经济富的人不必道德坏，经 济贫
的人不必道德好。
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以经济的贫富作道德的好坏的标 准，我们不能说经济的贫富必能决定道德的好坏
。
 （二）一个人只是经济富时道德好，但经济一旦贫乏，立即为非作歹，则 他当初的道德好决不是真
正的道德好。
 （三）一个人只是经济贫乏时方铤而走险，有不道德的行为，以图免于饥 寒，而当年丰时靖的时候
，却是安居乐业的良民，则他的行为决不是真正的 道德坏。
 （四）一个人当他经济富足时道德好，当他经济贫乏时道德亦好，方得谓 为有真道德。
所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方是真 道德。
富无骄，贫无谄，富不淫，贫不移，乃是真道德最低限度的要求，并 不是只有大圣贤，大丈夫方如此
；换句话说：真正的道德不随经济状况为转 移，非经济所能支配。
 （五）经济贫乏时道德坏，经济富足时道德亦坏，方是真正的不道德，方 是自觉自愿的作恶。
故此种真正的恶或真正的不道德亦不随经济状况为转移 ，亦非经济所能支配所能决定。
我们可以把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 改为“真善与真恶的人均非经济所能移”（但须知真恶的
人，不必是下愚， 有时是富有才智，能号召多人，领导多人的人物）。
 （六）真正道德好的人富时可以多做善事，贫时可以少做善事，真正道德 坏的人，富时可多做恶事
，贫时可少做恶事；换言之：真正有道德的人或真 正不道德的人，不但不受经济的支配，且反能利用
甚或创造自己的经济力量 以作为善或为恶的工具。
P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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