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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什么？
人类文化千门百户，它们有没有共同的根源？
本书作者唐君毅先生立根于传统中国儒学精神，兼通于西方大哲康德之思，总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
活动。
以家庭、经济、政治、哲学、科学、艺术、文学、宗教、体育、军事、法律、教育等领域作例释，辗
转发现一切文化活动的共同根源，即从事为各种文化活动寻根的哲学反思，以见其不离于人的道德理
性，在纷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生命之自主与庄严。
本书诚为当代新儒家响应五四运动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的议题之余，进一步超越科学与主这一狭义的
文化外延以外，涵盖人类古往今来一切文化活动的文化哲学巨著。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近代苦难，无疑与国人丧失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有关，则唐先生此书，
亦非独为一抽象系统之立而已，而为对中国文化之所以怅必能继往开来的深刻反思。
本书义海汪洋，令人叹为观止，读者必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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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
 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哲学家，与牟宗三、徐复观等并为新儒家的代表学者。
少年时期于四川家乡完成中小学教育。
17岁时入北京大学听课，听过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学者讲学，而受梁漱溟的思想启发尤多。
后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就读哲学系，并于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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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想主义、自然主义，自我与理性　　《唐君毅著作选：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所承之中西哲人
之思想为理想主义、人文主义之传统。
故《唐君毅著作选：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所反者，即为中西思想中之自然主义、唯物主义或功利主
义、现实主义之思想。
中国之老庄之自然主义，因其返自然，唯所以去人文之弊害，而其所返之自然乃纯朴之自然，或万化
未始有极之自然。
他们重致虚守静而游心于天地万化之变；故尚表现一形上学或艺术之精神。
此非我所主要反对者。
现代西方之自然主义者如杜威、桑他耶那等，能尽量承认精神理想亦存于自然之义，此亦非我所主要
反对者。
我所最反对之自然主义，乃西方近世以人之自然欲望如物质欲望、性欲、权力欲或自然心理，如过去
经验习惯交替反应，或自然环境之决定力量，说明人类文化之形成之自然主义。
如马克思之唯物的经济决定论，亨廷顿之地理决定论，佛洛特之文化创造之性欲背景之分析，及尼采
之以权力欲之伸展，说明并批判过去之科学或宗教道德之理论，行为主义者之以思想为语言、为一种
交替反应或喉头之颤动诸说，吾人皆以为可以毁灭人类文化之本身价值之曲说。
而功利主义者正均以人类文化之价值，唯在满足人之自然欲望或单纯之求快乐之心者。
西方功利主义者中如边沁、穆勒，承认各种文化活动所致之快乐皆有价值。
穆勒、席其维克之功利主义，并肯定快乐之有高下之别。
其思想对人类文化，尚无害处，并可促进人之力求其行为之产生实效。
然如中国之墨家，重功利而只肯定社会经济事业及兼爱一种道德、与希天赏畏天罚之宗教，即大显狭
隘。
而中国之法家，依性恶论及功利主义与道家之虚无思想，而只肯定国家之富强之价值，并否认一切礼
乐仁义之价值，则成一反人文之曲说。
马列主义之依唯物主义以主张人之一切文化皆所以助人求生存之说，抹杀宗教与个人创造文化之自由
，及超政治之学术、文艺、道德、教育之价值，尤为一足以使人类文化全失本身价值之思想。
而一般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之思想，均易得不曾有深刻之反省的思想之一般人之信从。
故我们即聚古今之圣哲之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思想以破之，亦恒不能阻其蔓延。
故吾书不重辨吾个人之主张与诸中西大哲之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思想之同异。
于我所承于中西大哲者，固不加以分别一一指出。
即我所异于中西大哲，自认为有创发之见之处，亦不特别标示。
而全力贯注于说明此一般自然主义、唯物主义之不足解释文化之产生，而对各种文化之超功利的精神
价值，随处加以指出。
我相信，只要读者真正一字一句将《唐君毅著作选：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读过，并处处体会其涵义
；则自然主义、唯物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错误，即可完全明了于心。
有此明了，人即能真正尊重人类文化，而真正立人道于天地之间，以进而建立人之人格世界，即康德
所谓人人自身为一目的之王国而《唐君毅著作选：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之所以著之最大之目的，与
其说在提出个人的文化哲学系统，不如说在对一般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之文化观，予以一
彻底的否定，而使人文世界得永保其向上的发展而不坠。
　　至于说到此书之内容方面，则我并不忽视或否认人类之创造文化之精神，与人所处之自然环境及
人之自然本能、自然欲望有关系。
但此关系只是一规定的关系，而非决定的关系。
此规定的关系，亦内在于人之向上精神之自身。
我亦不否认人类之向上精神可以堕落，不否认人类文化之发展至一阶段，可以产生弊害。
人有时亦当有一求返于自然之意识。
但我们以为人之向上精神之堕落，均由于人之精神之陷于其自然的本能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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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文发展之弊害所自生，则由于人文之“自然的一发展，亦即由于我们之不能随时提起吾人之向上
的创造精神，自觉人之文化活动之本原之清净，而返本以成末”。
人如果顺精神之本性发展，则他只有向上而无向下。
即向下后，人只要一念自觉其向下之故，即可重归向上。
故人类文化之弊害。
人亦在原则上可以加以挽救。
挽救之道，亦即在自觉其弊害所自生，而真知文化之本原之清净。
本书乃扩充孟子之人性善论，以成文化本原之性善论，扩充康德之人之道德生活之自决论，以成文化
生活中之自决论。
此即一方与宗教家之谓“人尝知识之果而知羞耻以穿衣，乃人之降落之本”之文化本原之性恶论，及
自然主义、唯物主义者之以为文化源于自然本能、自然欲望、自然心理之文化本原的性无善不善论相
反。
同时一方与人类文化被神所决定之超越决定论之说不同，亦与人类文化被一切自然力量所决定之外在
决定论相反。
我只承认，所谓精神以外之自然力量，可以规定精神表现之形态及文化之自然的发展可生出弊害。
只顺文化之自然的发展流行，则其弊害之孳生，亦可使人类文化归于一悲惨之命运。
然因自然力量对人之精神之规定关系，仍内在于精神之自身，所以人总可自觉其精神自身之自动自主
性，精神之本性之至善，文化本原之至善，而有一自己决定其未来文化之如何之自由，以自挽救其弊
害，而自拔于自然降临的悲惨命运之外。
这是我在《唐君毅著作选：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第一章及最后一章所合以说明的。
　　在《唐君毅著作选：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第一章，吾人除论人之精神之自决性之外，复兼论人
类精神之何以能表现于身体、物质之形相世界，与感觉界之语言文字符号之故。
《唐君毅著作选：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未专论语言文字之哲学，即在此附论。
最后一章，则除论人之文化之顺其自然的发展之所以致文化衰落之故，及挽救之道外，兼对人之创造
文化之精神在自然世界之地位，与自然之进化之关系，有一说明。
由此说明，可以使我们了解人之精神与自然的心理、自然生命或自然的物质世界，所遵循表现之理则
，与人自觉的理想之建立中所表现之理性，在形上学中可以加以贯通。
而吾人之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并不否认：从事实上看，人之精神之出现于自然，乃由进化而来，其
出现有其自然之条件。
然而所谓由自然进化而来，皆由自然之自己超越而来。
故自然之进化出精神，即精神之自己表现、自己呈现。
故我们决不走到自然主义。
此章涉及形上学宇宙论之问题，然而我们不能充量的自各方加以讨论。
此章中之所以论及此中问题，唯所以使人不致以我们所谓人之精神，全与通常所谓自然世界或自然进
化之事实相脱节而不相干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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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完成于1958年。
《唐君毅著作选：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的宗旨在于显示：道德理性普遍充满于人文世界，人文精神
的伦理性质则只有藉人之文化活动而显示其超越性、主宰性、普遍性与必然性。
人类精神本质上具有生生不已的创造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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