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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回首20世纪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摸索和研究历程并前瞻和期望一种新的可能之际，中国哲学的一些
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改变现状和获得新的契机的途径。
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和学术，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问和学术一部分的中
国哲学是什么呢？
我们还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来概括它的类型。
一定的迹象显示了观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式的多样性，不过要说到在这种多样性中究竟有何种“典型
”范式和原创性恐怕就令人踌躇和惶恐了。
人们不时地都在抱怨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并相信发现了导致问题的根源，但深思熟虑地检讨和反省
则非常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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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儒家是五四以来薪火相传、影响甚大的哲学流派，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国内对新儒家开展真正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而本书著者则是较早涉足于该领域的
知名专家，已分别出版过研究熊十力、梁漱溟的专著。
这是作者积累多年研究之材料和功力、比较全面地评价和论述现代新儒学的最新之作，收入由王中江
主编的“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本书从宏观视野分析了近代儒学的裂变和转型，对新儒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所面临的独特境遇做了
深刻的阐释。
认为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巨大变迁，儒学的境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原来的主流文化
形态一变而为裂散的、漂浮的文化碎片；在由中心到边缘、由浑沦到碎裂的过程中，儒学遭遇了现代
工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解构，致使儒学的现实生命力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正是在此境遇下，梁漱溟、熊十力等回应全盘西化潮流之挑战，怀抱“孤臣孽子”之心志，试图在新
的时代条件和学问格局下，融会中西，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地盘。
唐君毅、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继承了熊氏的志业，将儒学创新进一步引向学院化，建构起更为精致和
逻辑化、也更能适应现代学术表达的哲学体系。
杜维明等人则发挥了稔熟西学、身处海外的优势，将新儒学思想流布于世界、带入到当今国际学术的
前沿地带。
正是经过了三代人前后相继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儒学在传统形态瓦解之后，因应时代之变迁、会通新
兴之学术，在当代的思想潮流和学术话语之中，保留下一点鲜活的、独特的声音。
全书共分为七章外加导论，从儒学的现代转型、梁漱溟思想的背景及曲折、熊十力哲学的渊源及其方
法、熊十力与梁漱溟的争论、冯友兰的形上学追求和哲学史建构、唐君毅的人文理想与宗教情怀、牟
宗三的文化哲学和圆善论、海外新儒学的探索等多个方面，较为完整地论述了新儒家的发展历史、思
想脉络、主要人物观点和人格志趣，对其呈现出来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也做了见解独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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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巨大变迁，儒学的现实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儒学由原来的主流文化形态一变而为裂散的、漂浮的文化碎片，并极度地边缘化和沉隐化了。
原有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形式而作为绝大多数士子之共业的儒学，也逐渐地蜕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人还
在说辩腾喧于口的落寞之苦。
在由中心到边缘、由浑沦到碎裂的过程之中，儒学遭遇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解构
。
其一，工业化过程逐步瓦解了乡村社会的基础，村社结构和它的宗法形式均出现崩裂，聚落、宗族、
家庭，以及人际间的联系都悄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建立在几千年农业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

后记

1983年深秋时节，在北京大学勺园二号楼的会议室，我第一次见到了远道而来的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
，第一次听到了"新儒家"这个说法，当时杜先生应邀为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
做一个小型的学术报告，主题就是有关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的。
那时，海峡两岸还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牟宗三、庸君毅这些流寓港台海外的学者，大陆这边已经没
有几个人知道了，而粱漱溟、熊十力等老一辈学者仍旧处存"冰封"的状态，也没有几个人关注或者提
起他们。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听杜先生讲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不啻如闻天外奇谈，此情此景，实在是难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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