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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哲学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新的世纪，系统回顾过去一百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全面总结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丰富经验，
对于在新世纪开拓中国哲学发展和繁荣的新局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所论问题，涉及20世纪中国哲学的诸多领域。
作者力求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简要介绍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
哲学事件、哲学人物、哲学问题与哲学论争，客观阐述了20世纪中国各个时期各派哲学家的观点，准
确揭示了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深刻探讨了20世纪中国哲学进程与社会进程的互动关
系及经验教训，给读者展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百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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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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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论争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
造性转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下篇 20世纪
下半期的中国哲学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
确立　　第二节　对唯心主义的清理和批判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第四节　哲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第九章 十年建设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哲学　第十章 实践理
性的重新确立　第十一章 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第十二章 “文化热”及中国
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研究　第十三章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热潮　第十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研
究　第十五章 哲学其他学科问题研究　第十六章 哲学热点问题探索　第十七章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新发展附录 中国哲学在台港地区的发展征引文献举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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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西学输入的主要方式、渠道和时间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维新派出于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
关心，在政治上进行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论证他们进行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他们建立译书机构，成立学会，开展
译书活动；出版报纸和创办期刊，传播西方哲学；派人出国留学，培养传播人才，从而使西方哲学在
中国传播开来。
这时，也正是革命派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酝酿进行革命起义的时候，为了推翻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建
立民主共和国，他们同维新派一样采取大体相同的形式制造舆论。
其中，利用报刊传播西方哲学，冲破中国人的封建传统思想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传播过程中，维新派和革命派不但传播方式相同，而且在传播渠道上也都
是主要通过日本间接输入的。
因为甲午战争后，出于对日本认识的变化，即认为日本输入西学取得了成功，因此，仿效日本，维新
变法，成为当时爱国人士的共识。
不仅青年学生东渡日本，而且不少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为了逃避国内封建势力的迫害也大都前往日本
。
同时，从政治上讲，当时日本政府对待中国人较为宽容，特别是民间友好人士更是热情欢迎。
所有这些都吸引中国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云集日本。
这样，日本就成了中国留学生和进步人士最为集中的地方，这些人通过日文学习西方哲学，日本成为
西方哲学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输入与传播主要集中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
因为这正是改良派失败进行反思和革命派起义前进行思想准备的时候，两者从不同的目的出发会集到
一起开展了这一工作。
关于这一点，从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和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西方哲学文章，两相映照，即能证实。
　　从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看，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提供的两个书目表，可资参考。
一个是1899年的《东西学书录》，一个是1904年的《译书经眼录》。
前后两个表分别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学著作翻译和出版的情况。
把它们比较一下，便不难发现西方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急剧增长的趋势。
从中可以看到，19世纪末，西方哲学已有所输入，进到20世纪的初年，西方哲学在输入的西学中占据
的比例，有了显著的增加。
具体说来，在前表中自然科学各门所译书籍共228部，占总数的41%，而工艺和兵制仅两类也占了总数
的19.3%。
这说明，在19世纪末输入的西学中，兵工实用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是主流，政治方面的社会科学译书，
虽然有所增加，但不十分显著。
不过，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个《东西学书录》的学科分类中，第一次出现了哲学类——理学。
这是西方哲学开始东渐的重要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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