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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君毅（1909-1978）是20世纪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国哲学家。
他重建了道德理想主义，其哲学思想又是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桥梁，呈现出
多源头、多根系、多向度的致思气象，以及融通儒佛道、涵化中印西的学术途径。
《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立足于同情的理解与理性的批导，对唐君毅哲学思想进行了系
统分析，对其中心观念“心之本体”做出了客观的阐释，又从道德哲学、文化哲学和宗教哲学等视角
多方位呈现了唐君毅哲学的内在张力及其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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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单波，哲学博士，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比较
新闻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其他著作还有《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和《跨文化传播新论》（主
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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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总序序再版自序：重温河流般的哲思第一章 精神空间的开拓——唐君毅哲学导
论一、体验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二、从生命里流出的哲思（一)原始性情的昭露（二)立心立命的思
考（三)花果飘零的悲情（四)生命苦痛的体验（五)理想主义的绝唱三、唐氏的哲学思考方式与方法四
、唐君毅哲学特点的检视第二章 生命之真的追寻——唐君毅心本体论一、唐君毅心本体论的发生二、
本体追寻方式三、“心之本体”透视（一)内部之自己，即是我心之本体（二)心之本体应是恒常的、
真实的（三)心之本体是至善的、完满的（四)心之本体即世界之主宰（五)心之本体的无限渗贯于有限
（六)心之本体是充内形外的精神实在（七)合“心”与“生”为性及“性道一元”四、心通九境论阐
要（一)心与境相涵相摄，互为感通（二)“生命之真实存在”的意义（三)主体与超越（四)理想由理
性综合而成并植根于人的性情五、唐君毅心本体论批导第三章 人生意义的体验——唐君毅人生道德哲
学一、人生之本在心二、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自我三、人生智慧在童心四、人为万物之灵五、人生与
道德（一)现实自我的超越（二)一念之陷溺的克服第四章 道德自我的展开——唐君毅人文精神论（上)
一、唐君毅人文精神论的缘起二、唐君毅人文思想阐要（一)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二)文
化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或创造（三)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四)文化的地位及其兴衰皆依于“
本心”（五)人的存在与民族文化不可分第五章 中西文化的融合——唐君毅人文精神论（下)一、中西
人文精神的比较、会通与重建（一)中西文化比较的价值标准（二)人类精神之行程：人文一超人文一
人文（三)中西文化精神的根本对照：人文与超人文、非人文（四)中西文化的精神病痛（五)中西文化
的融合之道二、人文与科学（一)科学：价值和限制（二)科学置于人文之下而非置于人文之上三、人
文与宗教（一)宗教是天人之际之一种文化（二)人文包涵宗教，亦依赖宗教（三)科学与宗教的整合四
、唐君毅人文思想批导第六章 内在超越的把握——唐君毅的宗教哲学一、哲学、道德与宗教（一)哲
学与宗教（二)道德与宗教（三)建构“哲学、道德与宗教”关系的意义二、宗教意识论（一)宗教意识
是一种独特的意识（二)宗教意识的十种形态（三)宗教意识与其他文化意识间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三、
比较宗教论（一)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特点之比较（二)消融各种宗教冲突的可能性（三)儒学的
宗教性与“一心通九境”的判教法四、唐君毅宗教哲学的意义附录一唐君毅学术编年附录二唐君毅哲
学思想研究综述附录三唐君毅研究文献索引主要参考文献词条原版后记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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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不得不承认，回到人的宗教精神要求上去看宗教，而不是限于宗教信仰的形式去看宗教，的
确是一种睿识。
它给予我们的启迪是，宗教信仰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有满足人的宗教精神要求才是目的，亦即只有满
足人的终级关怀与安身立命的精神要求才是目的。
回到这一目的上来，就回到了人的超越性的生命存在本质。
而只限于宗教信仰的形式去看宗教，实质上是只把“神”当成目的，而没有把人当成目的。
这就是形成宗教生活的“荒谬”开始。
在唐氏那里，这种“荒谬”乃缘于内在的宗教精神的分裂，即宗教精神未能饱满地充实于其形式中，
而将形式游离出去，外在化其形式，导致排斥异端，裁判异端，远离宗教精神。
也就是说，只剩下了宗教的躯壳与表面上近乎狂热的宗教冲动，而真正的宗教精神早已神魂俱逝。
按这样的思路下来，唐氏的目的就非常明显：一方面回到人的宗教精神要求本身，把宗教精神推向圆
融自足的、多元化的发展，把宗教意识提高到更为宽容的水准，使人们能直接面对各自的信仰。
另一方面让宗教信仰的形式安住于人的宗教精神之中，使人在面对自己的信仰时也能同时拥有自己的
“心理容器”，以减少现代人无家可归、漂泊无依的心理失衡。
显然，这一睿识中也隐含缺失，即忽略了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各方面的原因对宗教冲突的影响
，过于天真地把宗教冲突的消融寄托于宗教精神的圆融自足的发展。
　　可以说，回到人的宗教精神要求，把外在超越的宗教诠释系统转变为内在超越的诠释系统，是唐
氏宗教哲学的根本方向。
而在他那里，人的宗教精神要求是立根于人的仁心本性的，因此，他所阐论的新宗教精神，并非新创
一个宗教，而是在人的充量发展而至乎其极的仁心处而言宗教；他对宗教意识的十种形态的判定，对
世界各大宗教的分判，取的是人间标准，即人的良知。
其说明方式是天人合一、情理合一的说明方式。
而各大宗教的存有之理，则依于它们对现实人生的作用，如基督教可对治人的自满与自卑；佛教是针
对那些对生命的苦病烦恼感到疲厌，而又自信能消除这苦病烦恼的人而设；儒教则是针对那些能自我
肯定，又自觉生命应有一绝对的形上根源而且希望与此根源有一联系的人而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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