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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体诠释学、民主精神与全球和谐》首要在厘清心灵理解与诠释的基础，如此方能面对重大问
题而提出正确的解决之道。
当前国人及世人所必须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为民主精神与全球和谐，前者涉及对民主的理解与诠释，
是要参照历史经验、现实经验及终极价值来进行思考，才能得到具有“实践理性”意义的结论；后者
亦然，涉及中西方对当前与未来人类社会的构想与实际组合及整合问题，对现实的人类处境要讲求更
实际可行的方法，凸显理解与诠释之内含的行为规范的含义。
尤其在理解与诠释和谐与和谐化问题上，不能不涉及人类行为的基本的宇宙认知与道德典范。
就此言之，理解诠释为思考澄清问题之本，而民主精神与全球和谐则为理解诠释构建价值目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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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辑论文导读
第一编 中国哲学诠释学思维
　序言
　诠释学：哲学理解与基本定向
　构建和谐化的辩证法：中国哲学中的和谐与冲突
　今日的庄子——现象学试释
　孔子与伽达默尔之缘
　一条新的通达古代中国文本的诠释学路径：以《论语》为例
　小论三种孔子研究-
　论朱熹的诠释学说
　捉贼：朱熹的诠释学艺术
第二编 现当代中国诠释学
　序言
　编者按
　存在与意义的持续性：所有的认知都是介入式的诠释
　对方东美广大和谐哲学的评论
　东西方哲学对话的新渠道
　走向视域交融的诠释学：伽达默尔、蒯因和成中英
第三编 民主与中国哲学
　序言：民主与儒家传统之内与外
　导言：免于“席贩之谬”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
　价值律和中国政治哲学
　民主与精英——一种儒家视角
　新儒家与民主宪政——重探1958年唐君毅等儒学大师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格尊严理念——《墨子》新诠
　民主的理想和实践：批判性的反思
　无为之悖论
　内心世界的情感与观念：中国与欧洲之比较
第四编 全球正义和全球和平
　序言：全球正义和全球和平
　导论：全球正义、和平与人道长路漫漫
　一个多元化世界社会的政治性宪章?
　康德与儒家思想中的正义与和平
　对正义、人道与其他全球和平文化条件的哲学反思
　正义中的人类声音
　历经困难走向未来
　早期墨家著作中的人的能动性和“尚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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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为了体现本辑内容的概况，我会首先向你们建议阅读这两卷本文章的两种方式，或者说是一
个人在阅读它们时内心中同时发生和存在的两种诠释路径。
第一种是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另一种是来自诠释学哲学的和本体诠释学的眼光。
有许多文本和问题一般都被理所当然地认做中国哲学史上的内容，由此产生了各种学说。
《中国哲学季刊》自1973年创刊以来，其中发表了数百篇文章，由这些文章看来，我们发现其最初的
倾向就是试图对这些学说的特点有更深的理解。
我们这组文章开头一篇，最初写于1975年，发表于1977年，论述了中国主要传统对世界进行的描述，
以及如何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
历史地说，成中英精心写就的这篇文章，对哈佛汉学家本杰明·史华慈所做的中国思想研究中某些主
题做了积极回应，这篇文章也是成中英对承自他在台湾的老师方东美先生的诠释建议做出回应的文章
，同时也是对自己十年来阅读中国大陆哲学著作的总结。
回顾其文章结尾，会发现一位哲学家置身于“文化大革命”所卷起的旋涡中，却努力使得即将发生变
化的大陆中国世界的文化哲学选择变得更有意义，更加合理。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比较研究工作兴起。
其中包括对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与欧洲现象学某些观点所表露出的语言和生命的本质观点的
丰富多彩的解释，那一时期，有一篇文章是吴光明所写，另一篇文章中白诗朗对朱熹在儒家文本中所
用的诠释学原则做了深入研究，白诗朗的文章发表于1991年，论述了朱熹和伽达默尔在思想的道路上
是如何趋近一致的，以及二者所体现出的在本体论和诠释学的承诺上之不同。
对白诗朗在这篇文章中结论的进一步证据是，帕尔默——伽达默尔学生——所写的对孔子和伽达默尔
著作中的共通处进行思考的文章。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盎格鲁-欧洲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发展就与诠释学问题和诠释学哲学息
息相关。
因此，在这两卷期刊中，关于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皮尔斯和蒯因的论题是通过许多中国哲学文本和
先哲所提出的问题和方法来解决的。
其中包括对许多文本和人物的介绍，如《易经》、《论语》、孔子、《老子》或《道德经》、《庄子
》、《荀子》、朱熹及其《朱子语类》、印度佛教思想家龙树、最近辞世的印顺及其著作，同时也包
括当代中国的许多重要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和后马克思主义、21世纪文化中国的主要哲学文本和作
者。
事实上，以这些研究为代表的诠释学工作要远远超出于我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卷期刊所能呈现的
，但是领略一下此多样化风景的一点光彩，也将会有助于我们开展进一步的阅读和研究。
阅读这些文本的第二条路径就是接受哲学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去理解我们是如何理解的，去理解源自
对我们如何在哲学地解决这些问题前进的道路上不同解释之间的诠释张力。
朱熹是重视原文的学者，所以他的诠释学倾向是文本的，更为传统的。
但是朱熹并没有意识到当读者在接近文本时所面对的有限的或者曲解的认识论问题的影响，而明白这
一点是重要的。
所以他的沉思中那些让人感到非常现代的某些提示促使我们去进一步追问。
潘德荣、彭启福和白诗朗解决了这些问题，但他们却是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而殊途同归。
前两位是直接深入朱熹谈如何读书的文本，将其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观点做了扼要的对比。
白诗朗则发现朱熹和伽达默尔之间既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一些差异之处，他还吸收了20世纪历史学家
钱穆关于朱熹的颇有影响的研究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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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体诠释学、民主精神与全球和谐》为国际中国哲学精译系列·第2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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