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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4年，我在吉林大学哲学系参加《中国哲学史》编写，算起来我与这门课程相伴已经30多年了。
说心里话，我对中国哲学史学科是有感情的，希望能为这门学科的建设尽点力。
对于这门学科的现状，我觉得还有改进的必要。
目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教材，大概有十几种，我读后觉得存在着三点遗憾。
第一，不够“中国”。
有些编写者似乎自信心不足，习惯于按照国外的模式来写，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独
到韵味。
第二，不够“哲学”。
有些编写者似乎只是把古人的言论编纂在一起，并不做思想的提炼。
据有人统计，有些教材引用的原文，甚至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的篇幅。
第三，不够“历史”。
有些编写者选择的人物众多，似乎想把所有有点哲学言论的人都一网打尽，结果弄得篇幅冗长，无法
展现哲学思想发展脉络。
《薪尽火传: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讲稿》力图弥补这三点遗憾，写出一本有特色的读本。
当然，未必达到目的，“非所能也，心向往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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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志明，男，1947年生于吉林市。
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为该校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
现任该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哲学分会委员、哲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委员、哲学院二级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社会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有《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华儒学源流》、《熊十力评传》等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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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认为，哲学具有民族性、人类性、时代性，唯独不具有某些人所说的“合法性”。
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访问上海时，在与王元化谈话中曾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
有哲学。
这种看法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德里达的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贬低中国哲学的意思，而是一种解构主义的言说方式。
在他的眼里，不仅中国哲学不具有合法性，西方哲学也不具有合法性。
从2000年开始，中国学术界有许多人热衷于研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并且形成了热门话题。
提出这一问题有其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不满意，要求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把
中国哲学研究引向深入。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当然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不过，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有
些偏激。
“合法性”是个政治、法律用语，套用在哲学领域似乎拟于不伦。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为哲学“立法”，遑言哲学的“合法性”？
“合法性”的提法缺少弹性，似乎令人只能做出一种选择：要么合法，要么不合法；要么全盘肯定，
要么全盘否定。
二者必选其一，不可兼容，没有回旋的余地。
与其说研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不如说研讨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方式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
，更为确切。
“合法性”是刚性判断，而“合理性”是柔性判断。
“合法性”与“不合法性”是不能并用的，而“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则是可以并用的。
应当承认，目前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确实存在着不合理性。
比如，有的人简单地套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随意剪裁中国哲学史；有人简单地套用苏联哲学教科
书的研究模式，毫无道理地给中国哲学家戴上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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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薪尽火传: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讲稿》：京师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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