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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与宗教》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主办，每年出一辑。
 本辑为第二辑，收录23篇文章，分为“哲学与哲学史”、“宗教与无神论”、“青年学者论坛”、“
哲学教育与文化传播”、“海外首译”、“学人自述与文献钩沉”六个栏目，前四个栏目收录的文章
反映了国内的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的现状。
后两个栏目中“海外首译”部分收录了著名哲学家施内韦德和京茨勒关于道德哲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
果；“学人自述与文献钩沉”中收录了周桂钿自述其学思历程的文章及陈寅恪不曾入集的三封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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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卫平教授，1951年6月出生；1973年－1976年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1978年－1981年在华东
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随即在该校任教；1992年任教授；1995年任博士生
导师； 1999年－2000年在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一年。
　　李申教授，1946年4月出生；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博士生导师；2002年任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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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哲学与哲学史  面向生活世界——论21世纪的中国哲学  慎独、践行与公众知识分子——儒家宗教情怀
的历史表现及其特征  思想史上的“思孟学派”问题  社会进步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素养——阿尔贝特·
施韦泽的伟大人格及启示  王弼言象意之辨新诠宗教与无神论  清代的佛教基础及入关早期佛教认识之
初探  简论近代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  政治视角中的禅宗清规  中国伊斯兰教及其西方的相关研究  当代
视野下三大世界宗教共同价值观初探——文化差异与协同研究的特殊视角  “龙门中兴”——教派复
兴运动的个案研究  道是无情胜有情——试析菩萨行的情感维度  中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和谐发展
中的求同存异青年学者论坛  从句子的观念看先秦时期不存在三段论逻辑  语言之为际——王船山语言
哲学发微  良知与政治——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政治向度考察哲学教育与文化传播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普
及儒学  儿童哲学——关注整体性的伦理教育海外首译  近代道德哲学史中的诸论题  现代性和人性之间
——面对虚拟世界的挑战，伦理学课程的生活世界定向功能学人自述与文献钩沉  从两汉经学到传统
政治哲学——我的学术历程  哈佛所见霍金文档中与中国学人相关的几条材料  陈寅恪先生不曾入集的
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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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与哲学史　　面向生活世界——论21世纪的中国哲学　　一、哲学与世界历史　　哲学是什
么？
这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却不能从哲学自身去找，不能从哲学史的演变中
去找。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的知识谱系中最为古老的哲学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其原因只能从生活
历史的演变中去找，从生活世界去找。
　　我们正处在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的时代。
21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一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在现代化
进程中的崛起，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等领域全面地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在改变和
重塑着人类世界的同时，也标志着“世界历史”的真正开端。
面对这样的世界历史，人类需要真正世界性的哲学来获得自我理解、乃至于定位和定向，也就是需要
人类理性在世界历史的水平上生产出全新的世界图景。
　　但是，这个世界历史运动的参与者却是具有不同历史过程、不同文明传统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各个
民族国家，而且这些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着极其复杂和深刻的分歧，正是以上种种差异性的
存在使得这个世界历史的时代难以产生它迫切需要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哲学。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历史运动的开端处，人类理性因为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患上了暂时的失语
症，这标志着世界历史运动还处在童蒙时期或者说懵懂状态。
　　如果人类理性产生不出具有真正世界性意义的哲学，那么世界历史就难以走出懵懂状态；对于人
这样一种存在来说，语言是其存在方式和存在家园，如果人真的是以“类”的方式存在的，以至于“
人类”这个词不仅仅是个比喻，或者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那就必须在语言之中被有意
义地“说”出来；人类只能用语言说出世界历史的图景，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世界历史，才能真正成
为“人类”。
因此，如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那样，在真正拥有自己的世界历史之前的人类历史，就只能是“
史前史”。
但是，人类怎样才能有意义地言说出“人类”这个词，怎样才能用语言说出世界历史的图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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