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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集。
人类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在如何保持其自身特色与优势的同时，走向现代，这是当今海内外
中国哲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
本书即以此为核心，一方面通过对以儒佛道为基本的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并探索能促
进中国哲学再呈辉煌的研究范式，从而在内容方法上找到哲学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据与可能性
。
本书学者立足于中国哲学的不同领域，或阐今论远，错综其贞，或缘饰儒雅，乃发嘉教，大家各陈含
秀垂颖之见，将会议的讨论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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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大钧：
教授，江苏省常州市人。
1926年7月出生。
1949年7月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1955年赴苏联留学，1959年获生物科学副博士学位。
1949年毕业留校工作后，历任南京农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自1981年起，担任系主任、副院长、院长、校长等领导职务，现为本校细胞遗传研究所名誉所长、博
士生指导教师。

刘大钧教授长期从事植物遗传与育种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研究领域涉及植物受精、远缘杂交、辐
射育种、细胞与分子遗传学等方面。
他长期致力于小麦育种新技术、外源抗病资源发掘与优异种质创新研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
60年代中期，籍辐射诱变途径育成了“宁麦三号”（即南农701）小麦。
80年代初开始推广于长江中下游麦区，年均种植面积在300余万亩以上，五年累计种植1500万余亩，增
产小麦10亿多斤，创值1.5亿余元。
最先发现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的二倍体物种――簇毛麦对小麦白粉病具有高度抗性，他率领学生们用细
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育成并鉴定出小麦-簇毛麦抗白粉病异附加系、代换系和易位系，并将其抗
性基因定位于染色体6V短臂上，经国际小麦基因命名委员会认定，正式命名为Pm21。
80年代中期，他又发现鹅观草、纤毛鹅观草对小麦赤霉病有高度抗性，并用染色体工程与分子、细胞
遗传学技术，先后培育出小麦-鹅观草、小麦-纤毛鹅观草、小麦-大赖草的异附加系、异代换系和易位
系。
他在小麦外源抗病基因的发掘、转移和近缘种属基因组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受到国内外同行高度
评价。
最近，他所领导的集体又通过上述抗白粉病或赤霉病的不同异染色体系间及其与小麦种内抗源或优良
农艺亲本杂交，并用多种新技术辅助选择，创制出一批既聚合了不同抗性基因，又具有较好农艺性状
、利用价值极高的种质材料，为小麦育种中系统应用新技术作出重要贡献。
他还有创见地将染色体分带、非整倍体、同工酶、分子原位杂交与分子标记等新技术综合应用于小麦
异源染色体系的鉴定，解决了外源染色体具体归属的关键性问题，建立起以不同技术相互验证的、在
小麦中精确检测外源基因与染色质的分子细胞遗传学新技术体系。

1983-1998年间，共获国家级一、三等奖各一项，部级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多项。

刘大钧教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
为人正直、平易近人、深受学生爱戴。
作为学科带头人和项目主持人，他能知人善任，善于调动科研集体中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他关心中青
年学者，不遗余力地培养和举荐他们，使其学术梯队后继有人。
由他创立和领导的农业部作物细胞遗传重点开放实验室多次评为部门优秀。
他所领导的学术梯队基础好、学风正，敬业勤奋、富有合作与开拓精神，目前正承担着包括国家“863
”、“973”和国际合作等重大项目。
刘大钧教授先后为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培养了17名博士、33名硕士，他们大部分在国内工作，已成为所
在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是国内外知名的中青年学者、学科带头人、国家攻关与“863”项目的主持
人。
在国外继续深造的十余名学生，无论是学成归国的，还是受聘国外的也都受到好评。
他自60年代起，累计发表论文170余篇，编译著四部。
他长期参与各种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的工作，多次参加和组织国内外学术会议，卓有成效地开展国际
合作与交流，为本单位追赶学科前沿和加速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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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砥研群奥　焕往炳来甲国哲学与诠释学　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儒家传统面临的五个挑战　后现代视域中的现代新儒学　“全球化”与老子思想的当今价值　后现
代主义与中国文化内在性承启的省思经学研究　试析上博简《诗说》的编联与结构　春秋公羊学说体
系的形成及其特征　朱熹经学产生的思想渊源诸子前哲学研究　金文所见周代思想意识中的“命”儒
家思想研究　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　论儒家道德的生存基础——基于道德与历史的分析　孔子“
述、作”之义与文化的继承性　“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　子思弟子盂轲非孟子说　从孟子的“
仁民爱物说”看儒家的生态观　苟子的群与国家理论再考　学政不二，礼教为本——从张载关学独特
的致思路向看宋明理学之原型及其真精神　十八世纪义理之学的确立与建构——以戴震思想为例道家
思想研究　道家哲学智慧的基本特点　道家超越智慧再发现　道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新道
学文化的八大支柱　老子的道与西方神哲学比较　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老子哲学诠释及其影响　老子
治道历史来源的一个探寻——以“垂拱之治”与“无为而治”的关联为中心　庄子哲学中的本体论思
想　论列御寇佛教研究墨家思想研究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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