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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儒对原始儒学精神的弘扬，对佛道强烈挑战的回应，其一个重要的侧面是通过自觉地重构新儒
学的境界理论来展现的。
本书在对“境界”范畴作出一番清理的基础上，剖析了宋儒境界的基本内涵、总体特征和精神实质，
进而对三种典型的精神倾向作了较为具体、深入的阐释。
在此基础上，从历史主义和当代意识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对宋儒重建境界理论的得失成败作了集中的
检讨和评判，以期由此透视中国传统哲学人生境界理论的精神和特征。
 　　本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从拟定提纲、初稿写作直到修改出版，无一不凝结着导师高瑞泉教授的心血。
先生那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刻的批判性思维品质，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的点拨，让作者体会到思的乐
趣，获益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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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新儒家大多热衷于讨论“境界”问题，创立了丰富的境界学说。
方东美把境界看作个体生命在祁向和融入到宇宙生命精神过程中所达到的生命层级以及主体相应呈现
出的精神状态，有人生两界六层次之说。
唐君毅则将境界视为超越心灵展开种种感通活动的界域或范围，经过道德自我反省、人文精神重建和
传统哲学再诠释三个阶段的游历，完成了一心通三界九境的心灵世界建构。
他认为，一切宇宙的、社会的、人生的问题，一切有关科学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文学艺术的或
宗教的理论和思想，都可以归入他的不同境界。
这样，他就从心本体论出发，用生命心灵活动的种类、次序、层位的不同，去说明何以会有种种境界
的不同，系统地表明了他的唯心论立场。
牟宗三讲心性也讲境界，他受康德的影响较大，提出两种存有论和“智的直觉”。
他强调直觉的理性化，甚至说成是“完全理性”的。
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苟同。
因为直觉尽管有理性特征，但并不等于完全理性，它还有非理性、甚至超理性的因素。
同时，牟宗三把境界理解为纯粹主观的意义，也是偏颇的。
他说：“主观上的心境修养到什么程度，所看到的东西都往上升，就达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境界，这
个境界就成为主观的意义。
”境界尽管形式是主观的，但又有客观的内容，是主客观的统一。
冯友兰在《新原人》中主要从善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人生境界说”，影响最大。
他认为所谓境界，也就是宇宙人生对人的不同意义。
“人生活中所遇见的各种事物的意义构成他的精神世界，或者叫世界观。
”这种精神世界也就是所谓“境界”。
冯友兰实际上把境界理解为一个与人的觉解相联系的意义世界。
根据觉解程度的不同，他把精神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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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常常感叹自己的幸运，是师友家人太多的关爱照亮着我的学术之路。
从1995年我投奔杨绍溥先生门下开始学习中国思想史，不觉光阴荏苒十三载。
先生以博学严谨的治学风格带我步入了学术殴堂，并且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与生活，为我的点滴进步
而欣喜。
在我多年的求学过程中，家人无私的奉献始终是我精神和物质上的坚强后盾，即便在我步入工作岗位
理应自食其力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慷慨解囊，很快帮我安顿了一个宽敞舒适的家。
先生李凯更是给了我无穷的精神动力和无微不至的呵护，见证分享了我所有的欢笑与泪水。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从拟定提纲、初稿写作直到修改出版，无一不凝结着导师高瑞泉教授的心血。
先生那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刻的批判性思维品质，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的点拨，让我体会到思的乐趣
，获益多多。
先生不仅在学业上给我精心指导，而且在生活上给予了巨大帮助。
留校工作之后，我有幸继续亲炙先生的指点。
师母的几多关怀，几多鼓励，带给我母爱般的温暖和战胜困难的信心，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这段时光将成为我生命的旅途中永远也不会销蚀的一方绿洲!我要由衷感谢杨国荣教授、童世骏教授、
施炎平教授、崔宜明教授、郁振华教授、师兄晋荣东教授多年来所给予的帮助与指点，陈卫平教授、
潘德荣教授的多方提携，令我铭感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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