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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纲要》是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告别人生、谢幕学术、留作纪念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它由《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存在论纲要》组成，三位一体，对应真、善、美，自
成一家之言。
《伦理学纲要》在中国传统情本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视角下，从〔人之所以为人〕出发，将道
德、伦理作内外二分，道德作宗教性、社会性二分，人性作能力、情感、观念三分，讨论伦理学的一
些根本问题。
《认识论纲要》是对认识论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实用理性忽视逻辑和思辨而待自行改善。
《存在论纲要》围绕〔人活着〕及其一些宗教—美学问题，为本无形而上学存在论传统的中国哲学开
创一条普世性的〔后哲学〕之路。
它探究作为〔生存智慧〕的中国哲学的优长待传和缺失待补以及如何传和如何补等问题，认为〔转化
性创造〕是关键。
它用孔子来消化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并希望从这个方向对人类的未来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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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
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
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
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经代代相传，长久地浸透
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论、活动当中了。
对孔子、《论语》和儒学，似乎还要做另一种工作，就是对这一“半宗教半哲学”的文化精髓既解构
又重建的工作。
培育人性感情、了解和区分宗教性私德与社会公德、重视和把握个体命运的偶然，乃《论语今读》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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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种道德论（2001）　　从图腾时代的动物崇拜到宗法社会的祖先崇拜，从多神到一神，从巫术
到宗教，甚至抽象到哲学理论上，都如此。
即都以世上人间的各种道德准则、人的行为规范、心性修养，本源于超越此有限人际、生活世俗的“
天理”、“良心”、“上帝”“理性”，正因为这样，人群才慑服，万众才信从。
　　道德本是维系群体人际关系的原则、准绳，它是一种逐渐形成并不断演化、微调以适应不断变化
着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成为一种非人为设计的长久习俗。
但从远古巫师、古代教主到近代的领袖，它又常常凭借某种传奇性的伟大人物的行为、言语而赋以超
越这个世界的严重的神圣性质，经验便由此变成了先验。
世间的习俗、经验、法规披戴上神秘光环，成了神圣教义。
神圣性使它获有了普遍必然性的语言权力，具有非个体甚至非人群集体所能比拟所可抵御的巨大力量
，而成为服从、信仰、敬畏、崇拜的对象。
各宗教教主如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以及中国的周公、孔子，以及某些近代领袖，都如此。
“宗教性道德”本来源于一定时空内的某种社会性道德，被提升为“普遍必然性”的信仰、情感的最
终依托，成为敬畏崇拜的神圣对象。
我欣赏爱因斯坦这位深窥宇宙奥秘的人所说，“道德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它纯粹是人的事情”①。
但由于各种主客观需要，人的事情变成了神意或神谕。
　　再简单复述一遍：人是群体动物，“人没有锐爪、强臂、利齿、巨躯而现实地历史地活下来，极
不容易。
不容易而又奋力活着，这本身成为一种意义和意识”④，亦即人的生存本身构成了人生价值所在。
从猿到人，人类一开始便是某种群居生物族类，其个体生存是与该群体生存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个体为自己也就必须为群体（氏族、家庭、团体、民族、阶级、国家）的生存而奋斗。
这种奋斗甚至牺牲，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的伦理学的实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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