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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儒家哲学不重视人的情感问题；有的学者则认为，情感是低层次的问题，不足
以构成儒学的重要课题。
我的看法则相反，儒家不仅将情感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两千年来讨论不止，而且将其提到很高
的层次，成为整个儒学的核心内容。
只是长久以来，这个问题并未受到我们的重视。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情感问题不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正是将情感视为儒家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这是一次新的尝试。
这需要从研究的角度上进行一些转换。
本书不再从所谓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学的角度研究儒学，而是从存在问题人手，讨论儒学在人的存
在、价值及其人生体验问题上的基本主张。
情感问题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很难进行所谓纯粹的理性分析。
中国与西方的哲学文化对这个问题各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是也有可比较之处。
本书在讨论儒家的情感哲学时，与西方哲学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比较。
由于作者对西方哲学了解有限，这种比较可能有很多疏漏和不足，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方向是应
当坚持的。
通过对儒学中有关情感的主要内容、性质、地位及其作用的探讨，我们发现，情感是全部儒学理论的
基本构成部分，甚至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
通过对情感与意志、欲望、知识，特别是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我们发现，所谓意志、欲望
、知识等，都与情感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情感需要、情感内容决定的。
这也就是说，儒家将情感与意志结合起来，结果发展出“情意”哲学（如果说中国有意志哲学，只有
刘宗周可以算作一个代表）；儒家又将情感与认识结合起来，以情感为其认识的动力与内容，结果发
展出“情知”之学（如果说中国有知、情相分的学说，戴震可算作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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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解决“儒学何以是人学”的问题，对比西方哲学情、理二分的传统及
其视情感为经验的、私人的、实然的等等看法，认为儒家重视情感的共通性、普遍性，并与理性实现
了统一，充分显示了儒家哲学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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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人说，动物也有亲子之情，母子之爱，是一种自然本能；如果儒家所说的亲情之爱与此相类似甚至
没有区别，那可说不上什么伟大思想，充其量不过是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之上的所谓“家族伦理”。
怎样看待这种“事实”呢？
长期以来，人们将动物的母爱和亲子之情说成是自然“本能”，毫无意识，谈不上语言和意义，更谈
不上社会与文化；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动物不仅有思维（特别是高级动物），而且有情感；
不仅有语言，而且有社会与文化。
人与动物的区别不是本质上的，而是程度上的，特别是从生命的意义上去看，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的
成员，属于同一个“大家族”中的不同族系，因而有共同的一面。
不仅如此，现代科学试验证明，人与动物之间能够交流信息，甚至能够交流语言。
某些动物如黑猩猩是有“文化”的，有不同的传统和行为差别。
①还有许多动物有“互惠利他行为”，能做出牺牲却是为了保护非亲族。
②正如某些学者所说：“作为有文化的动物而言，人类可能不像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与众不同。
”正好相反，这些事实说明并强调了“人类自身和大自然其他部分之间的连续性”③。
这样看来，孔子即便指出人和动物之间有共同性或连续性的一面，也未必有损于人类的尊严，也说不
上把人仅仅降到动物的水平，只是强调自然之情是人的德性的心理基础。
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承认，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孟子认为，人与禽兽之间的区别就那么一点点（“几希”），宋朝的程颢则认为：“禽兽与人绝相似
，只是不能推。
然禽兽之性却自然，不待学，不待教，如营巢养子之类是也。
人虽是灵，却斫丧处极多，只有一件，婴儿饮乳是自然，非学也，其他皆诱之也。
欲得人家婴儿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须完得些本性须别也。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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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以情感与理性关系为主轴，立足于中西哲学的宏观比较，对儒家情感哲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
的剖析，对儒学何以是人学以及儒家心性之学的本质所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诠释框架。
是近年来关于儒学研究的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成果。
作者在论证的过程中，一方面如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
之所未发”；另一方面.又充分表明了一种现代的意识，着眼于探索儒家情感哲学在当前中西文化冲突
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今后发展的可能前景。
　　——余敦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此书系统梳理了儒家的情感学说，通过与西方哲学的比较，深
入阐述了这一学说的内容、性质与地位，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空白。
不仅如此，此书还对深入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贡献与局限，深入认识中国哲学在中西哲学冲突中的
地位及其今后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蔡仲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该书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有助于解决当
代人精神的惶惑、形上的迷失、存在的危机、生命的困惑以及情感的疏离。
该书最大的特点，不是从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立场研究儒家哲学，而是从“存在论”视角研究儒家
哲学；但又不是只讲存在。
不讲意义和价值，正好相反，该书是从存在问题人手，最终解决意义和价值问题。
它既不同于牟宗三的本体论、实体论的儒学观，也不同于冯友兰的实在论、认识论的儒学观，更不同
于当代的存在主义哲学。
在研究方法上，步步深入，环环相扣，层层剖析，娓娓道来，有很强的内在逻辑力量与感染力量，语
言朴实无华，文笔顺畅洒脱，更增加了可读性、趣味性与启发性。
　　——郭齐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情感与理性>>

编辑推荐

《情感与理性》：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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