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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
自古以来，不论是历史情缘，还是文化渊源，两国都有不能割舍的紧密关系。
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随着两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频繁交流，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愈来愈深入
。
中国青年喜欢韩国歌曲，中国妇女喜欢韩国电视剧，中国人喜欢韩国料理，中国男人喜欢足球场上的
“红魔”。
究其原因，这是韩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义理精神、主体哲学、忠孝伦理、多元宗教、素简民风在2l
世纪的展现和凸显。
而要深入了解这些精粹思想，就必须探究韩国的性理学、历史、宗教、民俗等方方面面的文化。
《韩国名人名著汉译丛书》遴选当代韩国著名学者的代表作，以深邃的哲理、缜密的思维、精湛的结
论、生花的妙笔，从文化深层角度全方位立体地为我们介绍了韩国文化、文化韩国。
本丛书邀请中国当代具有良好的韩文修养，又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的中青年学者将韩文译成汉语，译文
准确而高雅。
为了促进中韩文化互动和交流，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丛书，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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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韩国著名儒学学者韩国东西哲学学会会长崔英辰教授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部扛鼎
之作。
作者以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展开对韩国儒学思想的深入考察和分析。
全书由上、中、下三篇组成：上篇从儒学思想的本质出发，对儒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如“仁”、“中”
、“孝”、“道”、“善”、“性”、“神”等作了界定和分析，中篇重点考察了朝鲜时期儒学思想
的发展演变，即依照前期与后期的时间划分，梳理和诠释了不同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思想，如前期的
花潭、晦斋、退溪和栗谷，后期的巍岩、南塘、木山、芦沙以及实学家茶山和惠冈等，从中可窥视朝
鲜时期儒学思想发展的特征以及儒学思想的本质是如何发展并重新构成为韩国思想的；下篇则申论现
代韩国社会的儒教认识，对诸如儒学的现代化、亚洲价值的哲学反思、韩国社会的家族主义等作了细
致的阐发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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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英辰，男，1952年生，韩国忠清南道人。
成均馆人学哲学博士，现任韩国成均馆大学韩国哲学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国际儒教文
化论坛常任代表、韩国东西哲学会会长、东洋哲学研究会会长、《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以及《
东亚文化与思想》主编。
曾任韩国公州师范大学助教授、全北大学助教授、成均馆大学儒学东洋学部学部长兼儒学大学院院长
、韩国思想史学会会长、韩国周易学会会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有儒教经典学、朝鲜儒学思想史、东亚儒学思想比较研究、儒教生态学等。
主要著作有《儒教思想的本质与现在性》、《朝鲜时期儒学思想史的发展状况》、《退溪李混》等；
合著有《周易的现代启示》、《朝鲜实学者崔汉绮的哲学与思想》、《儒教与家族丰义》等；代表论
文有《儒教，一与多的形而上学》、《易学思想的哲学探究》、《人物性同异论的生态学解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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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译者序序自序上篇　儒学思想的本质　第一章　儒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儒学的真理
观：以道、则为中心  　　　一、真理的根据　　　二、真理的体得　　　三、真理的实现　　第二
节　仁的美学解释：以“恻隐之心”为中心　　  一、无目的性与恻隐之心  　　二、与他者的合一：
物我一体　　  三、情感的普遍性与作为“求仁工夫”的絜矩之道　　第三节　“中”的逻辑　　　
一、“中”的概念及其原始意义　　　二、阴阳对待的逻辑与“中”　　　三、“时中”和收道    第
四节　孝：身的形而上学　    一、孝思想的前提：吾身是父母之遗体　    二、身：性命的具有者    　    
三、孝的扩充和天下一家　第二章　《周易》中体现的儒学思想的核心概念    第一节　道：一阴一阳
之谓道　    一、《周易》的成立和明阳  　    二、道的文字学意义以及《周易》的两个方向　    三、结
构和运行    第二节　善：继之者善    　    一、善的文字学意义以及与性的关系　    二、原始儒家价值论
的展开方向　    三、从道向善    第三节　性：成之者性　    一、性的原始意义与变化    　    二、道和性
　    三、性和命    第四节　神：阴阳不测之谓神　    一、神的文字学意义与道、神　    二、神和易  　   
三、卜筮和神    中篇　朝鲜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第三章　朝鲜时期儒学思想史的分类及其特征    第
一节  朝鲜时期儒学思想史的分类方式及问题点——以主理、主气问题为中心　　⋯⋯下篇　现代韩
国社会的儒教认识附录一　韩国哲学界儒教思想研究成果分析——以1950—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为中
心附录二　最近韩国儒教研究的现状和展望（2003—2005年）附录三　《周易》的自然生命观附录四
　东亚近世儒学对天、性、道的认识——以王夫之、伊藤仁斋和丁若鏮的《中庸》注释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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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真理的体得古代中国思想发端于解决春秋时期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之方法论的追求中。
当时提出的方法论之一便是孔子的德治主义，即依靠道德实践来恢复秩序。
②孟子的性善论也揭示了其实现可能性的理论依据。
孟子认为人先天存在道德行为实现可能性的依据，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受到了许多批判。
于是孟子在“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四端的经验性事实与前面引用的《诗经·蒸民》篇中天观念的
基础上论证其恰当性③，即人的本质是天赋之则，所有存在和价值的依据都在于天。
“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也”④便说明了这一点。
⑤因此，人为了实践正确的行动，必须遵守准则即当为的道德律，要遵循本性，除此之外无他。
《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说明了天与性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了作为人当行之路的“道
”。
⑥如同上古时代上帝的命令就是真理一样，现在作为“在人之天道”的性即是真理。
⑦因此实践本性便是实现真理。
④此处，道德价值和规范就确立了。
②如上所述，儒家的根本理论是以人的本性为媒介，依据天道来确立人道（人伦秩序）③，这可以说
是“存在和当为的一致”。
《周易》曾对这种逻辑做过系统的说明。
《周易》（特别是《大象传》）中规定了绝大多数事物的存在样态、状况以及人在此基础上的行为。
举例来看一下。
鼎卦2爻说，“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此句中的“鼎有实，我仇有疾”说的是鼎卦2爻的
存在样态及所处状况。
“不我能即吉”说的是在此基础上占卜之人应该采取的行动。
朱熹将前句解释为象，后句解释为占。
④关于规定“以存在为依据的当为”之代表性论述，可以举乾卦《大象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
“天行健”是说明天象的“事实判断”，这种天象被君子“体易而用之”⑤时便转换为“自强不息”
的“当为”规范。
⑥君子以人为主体，将这种天道的本质意识到是我的本质⑦，并以此来确立“当为”的道德律。
用中庸的逻辑来解释，“健”是作为“诚”其本身的天道，“自强不息”①是作为“诚之”的人道。
从下面词句中可以确认这一点：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
”盖日天之所以为天也。
“於乎不显？
文王之德之纯。
”盖日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②关于此句，程伊川解释说：“天道不以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纯则无二无杂，不已则无间断先后”
。
③文王之所以为文王的理由，即文王的本质：“不已”成为天命的理由，即天命的本质是“不已”。
文王能将这种天命的“不已”体会到是自己的本质，其依据便在于道德的纯粹性。
此处的“纯”意味着人的本性得以完整地体现。
只有以人的纯粹的、本来的道德意识为媒介，天道才能够转换为人道。
《周易·系辞传上》第5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便指出了天道被人继承时转换为善这一价值，并且被觉醒为仁义
的道德规范。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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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儒学思想研究》：韩国名人名著汉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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