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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宗教与教育是东方文化中极富特色的重要内容，“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孕育了许多杰出的思
想精英，他们虚心汲取劳动人民的智慧，在文学、哲学、史学、艺术、教育、宗教、法学和自然科学
各领域中，展开创造性的思维劳动，不断向东方思想宝库奉献瑰宝”①。
近年来，结合自己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的需要，撰写了一些学术论文与哲思性短文，今汇集成册，奉
献读者批评。
关于近现代日本哲学，笔者已有些成果面世。
但是，对于迄今的研究总有不足之感。
感觉最迫切的问题是近代以来日本哲学思想与宗教的关系没有被正面涉及，而不涉足此问题则不足以
彻底弄清楚日本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特色。
因为近代以来日本的一些重要哲学家无不对宗教情有独钟。
以日本哲学之代表西田几多郎来说，宗教可以说既是其哲学（西田哲学）的出发点，又是其哲学的终
结点。
而以西田哲学为母胎形成的京都学派主要成员都涉足宗教，以致可以把宗教哲学作为该学派的重要特
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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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近现代日本哲学，笔者已有些成果面世。
但是，对于迄今的研究总有不足之感。
感觉最迫切的问题是近代以来日本哲学思想与宗教的关系没有被正面涉及，而不涉足此问题则不足以
彻底弄清楚日本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特色。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哲学与教育>>

作者简介

卞崇道，1942年生，江苏沭阳人。
1969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日本语科：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
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81年9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事日本哲学与文化研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曾任东方哲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曾在日本关西大学留学两年，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一年，并多次赴日进行学术交流。
现任浙江树人大学全聘教授。
社会兼职有：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中曰文化交流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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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 东亚哲学论井上哲次郎的儒学观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以井上哲次郎的《
武士道的本质》为重点井上圆了宗教学思想述评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井上圆了与西田几多郎之比
较论共生、和合的社会哲学意义文化的冲突与共生——关于中日文化关系的思考从文化的视角看日本
的现代化中国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述评马克思哲学在日本的研究——关于吉田杰俊的马克思市
民社会论研究述评第二编 哲学札记关于明治哲学研究的思考日本近代哲学的开始——《明治哲学与文
化》前言大正哲学思潮的现代性京都学派哲学的形成与特征《三木清的哲学研究——以昭和思潮为线
索》序21世纪初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新态东亚和解的哲学思考——以公共哲学为视角日本的公共哲学研
究——公共哲学译丛评介学苑花开又一枝——《日本近世思想概论》读后感环境哲学研究的迫切性浙
江与中日文化交流——从朱舜水谈起第三编 教育哲思福泽谕吉教育思想初探井上圆了教育思想述评日
本大学教育国际化的反思从“哲学”用语的定译看翻译之可能以公共哲学为理念，努力构建大学和谐
校园民办教育何时才能实现“民”办关于如何撰写曰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思考国际化语境下人才
培养模式的思考——以浙江树人大学日语专业为对象第四编 学术随笔读书与读书人之会——“中华日
本哲学读书会”忘年会寄语吴汝钧先生的学术人生读书随感三则中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站——国清寺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方法——“思想考古《阅读生活》引起的哲学思考长命与宽命海外学术交流印象
记附录浙江树人大学任职期间学术成果以及学术活动(2004年以来)情系树大(代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哲学与教育>>

章节摘录

井上哲次郎（1855-1944）在日本近代儒学史上位居其首，其特点：第一，井上是日本学者中从哲学的
立场上研究日本儒学思想史的第一人；第二，他是在儒学退隐的状况下给儒学注入新时代血液，使儒
学重获新生的思想家；第三，他从东西文化融合的视角，以儒学伦理为核心构筑近代日本国民道德论
，使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中得以继续发挥作用。
本文拟对井上在研究和重构儒学方面的业绩做稍微详细的论述。
一 井上哲次郎的学问背景井上哲次郎于1855年生于筑前国（今福冈县）太宰府。
原姓富田，号巽轩。
幼年好学，8岁起随当地儒者中村德山学习汉籍，聪颖过人，被誉为秀才。
在村野学习已感不足，井上遂游学博多、长崎，始学英语，1871年（明治4年）入长崎广运馆，跟美籍
教师通过英文学习数学和历史等。
在广运馆成绩优秀，从学生班长被提升为助教；1875年又被选拔入东京开成学校，两年后毕业，入新
设的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
据《井上哲次郎自传》所述，当时之所以选哲学科，是因为抱有“总觉得想学哲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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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光阴如梭，白驹过隙，不知不觉已经在浙江树人大学从教5年多。
5年里，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伴随着我的除了江南的风雨、湖畔的茶香，更有树大同僚的支持、关爱
和学生们的可爱笑容。
可以说，与树大难得的情缘使从事科研、教育大半生的我在南国的教育实践中展开了新的学术思考和
人生体悟。
3年前（2006年5月），应树大语言学院《剪风》主编王明琴之约，草成《情系树大》一文，作为本书
《后记》内容之一。
转录于此：我与浙江树人大学结缘始于两年前的春天。
2004年1月，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退休，3月5日到浙大曰本文化研究所参加中曰学术研讨会
，其间经友人介绍到树大拜访时任语言学院院长冯恭己教授，他邀请我到这里工作，我也爽快答应，
商定4月报到。
4月15日，我乘Z10次直达列车奔赴杭州。
尽管列车软卧很好，但我还是思绪绵绵，久久难以入睡，信笔写下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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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亚哲学与教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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