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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年，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华诞。
历尽百年，北大哲学人名家辈出．名篇佳作无数。
从百年历史中遴选作品，难度太大一好在纪念总是后人的事。
相对简单的方式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现有教师每人提供‘一篇论文，汇成纪念文集。
文集共三本：《求是集》、《求道集》、《求真集》。
我系逻辑学科单独编辑出版了《逻辑的历程》一书，并纳入哲学系系庆图书出版系列，故此三本文集
中不再收录逻辑学论文。
    《求道集》由三卷组成，分别是：中国哲学卷、美学卷、宗教卷。
“中国哲学卷”论文16篇，“美学卷”论文6篇，“宗教卷”论文10篇。
由于美学卷和未教卷绝大多数论文是探讨中国美学和中国宗教问题的，冠以《求道集》放在同一集子
里，符合本集论文的追求。
    《求道集》的灵魂在于“道”。
“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其实都来源于这个道。
所以中国文化的中心要点就是一个‘道’字。
”《说文解字》对道有如下解释：“是部，所行道也。
从定从首。
一达谓之道。
”是指行走，首指头，是与首组合在一起，意指“从头开始。
”道的原始涵义，首先是道路。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道阻且长二之道，即是指道路。
“一达谓之道”主要涵义是行，“行”的衍生意义即“做”。
    作为中国古典思想的核心概念，道被赋予更深刻的内涵。
学界习惯上按照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来界定道的基本内涵：天道与人道。
《易经·系辞传上》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与器的关系是道先器后。
所谓“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
天、地、人、物，由道而生。
“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
”儒家论道，多注重“人道”、人伦之道，老子之道，多注重“天道”、自然之道。
《求道集》论文，所探讨的问题，不外天、地、人、神之道。
故命名《求道集》。
《求道集》篇目排序有两个原则：第一，依历史顺序排列，由古到今；第二，由史到论。
    阅读本卷，颇有一种徜徉于中国思想长河的感觉，字里行间亦能显现出本系学人“蓬莱文章建安骨
”的气质。
    编者    2012年7月1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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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纪念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华诞，哲学系教师选择近期佳作，结集出版。
“道”者，人文、自然之根本也。
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都来源于“
道”。
《求道集》(作者尚新建)分中国哲学、美学、宗教三卷，《求道集》收集论文32篇，分别从不同学科
和不同视角探求天、地、人、神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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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絮语
中国哲学卷
《论语》谈“文”论《诗》
试论《庄子》中的“化”
权力的自我节制
——对老子哲学的一种解读
浅论哲学经典的解释问题
——以《庄子》的解释为例
王夫之《乾》卦阐释的两个面向
卦序与时义：程颐对王弼释《易》体例的超越
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道、自然、自由、和谐
——略谈老子道家的基本思想
由《礼经》看古代丧祭之礼中所蕴涵之形神与身心观念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
从身心关系理论审视精神超越之可能
中国现代哲学的源、流与结构考
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
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事实、评估和可能
美学卷
儒道哲理与中国艺术
美与美感的关系
中国美学在2l世纪如何“接着讲”
艺术美是宗白华美学的拱心石
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
中国美学缺少什么
宗教卷
从夏禹天文到灵宝五符序——以神话拼接进行道教经典分析的可能性例释
略论天台智者的“秘教”思想
简析华严宗的实践法门及其与教义思想的关系
《大乘起信论》“三疏”比较
牟子《理惑论》中的宗教观
婆罗门教哲学经典中的主要理论模式
民族、回族与回族文化初探
王徵圣爱观中的儒耶融合
论五种宗教对话观
政府在世俗化过程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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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府代表了新兴公民的价值观。
中国革命是一个由外来力量刺激的革命，不是本土社会变迁的结果。
新兴工商业、城市化生活、学校教育等因素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也造就了新兴的社会
阶层。
这个新兴的阶层是破坏旧文化的力量。
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新兴的社会阶层一直是少数派，并且主要居住在城市，但是他们掌握了中国发展
的支配权，掌握了政府。
在1978年以前，一直在摧毁旧宗教，但是进入21世纪，有了利用旧宗教的趋势。
在当今中国城市里，对于旧宗毅的解释权掌握在这个阶层手里，也就是掌握在政府手里。
这个阶层有新的宗教崇拜方式和消费方式。
他们对古代的宗教资源也在做重新的解释。
在目前的北京东岳庙里有两个机}勾在管理着。
一个是传统的道士教团，一个是民俗博物馆。
道士提供的宗教服务基本上是传统的，而民俗博物馆方面的服务则是对传统的改造利用。
东岳论坛就是民俗博物馆改造利用旧宗教的舆论阵地。
在第一届东岳论坛上，民俗博物馆馆长提交的论文指出：“市场经济作为自由平等的竞争机制所释放
出来的个性自由意识、人人平等观念，促进了私人意识日益觉醒，这就使私人时间的公共化倾向得到
了有力的遏制，从而使私人时间实现了真正的私人化，国家的力量对私人时间不再有可进人性。
”她还指出：“主流文化已经不能成为人们私人时间的主要消费对象。
”“东岳庙在向民众提供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供人们消费私人时间的同时，也形成了民众广泛参与的
公共时间场域，在这个场域里，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
”②我本人在1999年第一届庙会上听到天津游客对利用天津泥塑艺术的传统再造殿堂神像表示嗤笑，
但是这说明博物馆在建设之初的指导思想就不是复古。
他们固然找不到传统造像的匠人，但是他们更喜欢有中国工艺美术学院头衔的泥人张工艺。
前者是宗教，后者是艺术。
民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很好的业务知识构成。
他们在艺术考古、历史文献研究和展览馆设计方面都有专业训练的人才，对于道教的历史教义的解释
更能适合新一代中国人的口味。
所以，政府在改造利用旧宗教的过程中顺应了世界的潮流和公民的消费需要。
民俗博物馆的建设是现代知识的传播，是对传统的再解释。
作为文化产业，他们也在创造市场需要，塑造所谓的公共时间。
但是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新一代公民的消费特征。
在这方面，他们不输于卢克曼的认识。
更重要的，他们本人就是属于这个阶层的，他们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审美方式，而不是信仰方式，所
以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旧宗教的信徒。
2010，年他们举办了口琴收藏展览，这个题目显然反映了20世纪中期新市民阶层的历史记忆。
博物馆在居民社区举办的端午节纪念活动里虽然安排了贴神符、系长命缕的传统信仰节目，不过馆方
对中医防疫健身的含义做了突出的宣传。
所以，民俗博物馆的基本形象不是复古，而是移风易俗。
这个移风易俗不是自觉地贯彻政府的旨意，而是反映了全体工作人员作为新市民阶层的世界观。
    4．本文不能褒贬政府领导宗教的现象，而是设法找到理解政府作用的角度。
既然中国在大趋势上也受到宗教变迁的影响，为什么政府不能退出宗教活动的领域？
从前面三点内容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角色在不断变化，或者是有多角度的面相。
特别是在今天，各个阶层都想从政府拿到资源和权利，所以我们会在政府的作用里看不同的社会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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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要注意的是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兴起的社会阶层的宗教组织形式。
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27年国民党结束割据的乱局，新兴的社会力量掌握了政府。
在大陆1949年以后，政府在打压传统宗教的同时也开展了宣传新宗教的运动。
人民公社、文字拼音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都是宣传新宗教。
政府的文化教育部门在把一种新的世界观灌输给公民。
无论这些新兴公民的来源是新教背景的教会学校还是共产国际，他们都属于伯格说的“全球化的精英
文化”的一部分。
伯格把这部分人及其文化看做世俗化的中坚力量。
但是我认为，既然他们控制了“官方”定义的教育、媒体和法律制度，为什么不可以说这些制度就是
他们的宗教组织？
在中国这个性质更加明显。
这三个制度是这个阶层自我生产、自我确认和自我保护的制度。
与此相关的制度还有就业体制、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等，至少在目前它们都不是全民享受的
。
由于我们过分注意到传统宗教的存在形式，于是我们把新兴的生活方式叫世俗化运动。
更由于我们注意到传统宗教的复活，或者说某些学者为了矫正世俗化理论的偏颇提出了非世俗化的说
法。
卢克曼理论的意义在于他努力探讨宗教如何变化形式继续存在，而不是用世俗化这样的论断影响对宗
教的认识。
卢克曼反对把某一时期或某一种宗教的存在形式作为定义宗教的标准。
所谓世俗化或者“去世俗化”的说法都有这样的偏颇。
他们都不承认他们所说的世俗化的人们也是宗教的人。
这或者是他们社会学的需要。
从清代末年开始中国城市逐渐生长起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有新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到了今天，这个阶层已经和全世界的精英阶层联成一体，但是他们在中国的生长方式有自己的特点。
他们是依靠着政府的力量生存的，或者说这个新的政治体制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建立的。
中国传统宗教的衰落只是输给了新兴的宗教，输给了政府，并不是中国社会世俗化了。
最近，中国社会学家越来越注意到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会的生长①，说明政府的代表性复杂多元了。
自从清末民初开始逐渐壮大的新的信仰的民众开始形成新的组织形式，不再单纯依赖政府表达他们自
己。
民俗博物馆是这样的组织形式之一。
民俗博物馆也说明政府并没有彻底退出与其他宗教竞争的市场。
P45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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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从身心关系理论审视精神
超越之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源、流与结构考》、《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
的反省与前瞻》、《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事实、评估和可能》、《儒道哲理与中国艺术》⋯⋯《
求道集》(作者尚新建)分中国哲学、美学、宗教三卷，《求道集》收集论文32篇，分别从不同学科和
不同视角探求天、地、人、神之道。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求道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