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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宁所著的这本《理学与现代新儒学》对“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内涵予以斟定，其中“新儒学”
是就理论形态而言，“新儒家”是就学术群体而言。
本书所谓的“现代新儒学”是采广义上的概念，指从中国20世纪“五四”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前30年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理解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精粹的基础上，面向西方近代文
化和现代社会实践，以创建中国新文化为目标的一种学术思潮或学术群体，呈现出三期的发展。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张岱年、方东美、唐君
毅、徐复观、牟宗三、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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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宁，哲学博士。
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与现代新儒学，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获得陕西省高校优秀成果奖。
丛书主编简介：向世陵，哲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副院长。
兼任《中国哲学史》杂志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哲学》顾问等职。
发表高质量论文若干，出版多部有影响的专著，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多次获得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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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时代与学术　一、从传统到现代　　(一)汉学的复兴　　(二)新学的冲击　　(三)儒学的
危机　二、从批判到诠释　　(一)马克思主义的儒学观　　(二)自由主义的儒学观　　(三)保守主义的
儒学观　三、从寂寞到复兴　　(一)大陆新儒学　　(二)港台新儒学　　(三)海外新儒学第二章　中体
与西用　一、从“三教”到中西：理论资源的拓展　　(一)非理性主义　　(二)理性主义　二、从照
着讲到接着讲：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使命：历史叙述与哲学创造　　(二)方法：正的方法与负的
方法　　(三)命题：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　　(四)前瞻：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　三、从民族到世
界：道统意识的自觉　　(一)民族精神的认同意识　　(二)儒家思想的正统意识　　(三)全球语境的弘
道意识第三章　内圣与外王　一、直通与曲通的模式选择　　(一)宋明理学的直通模式　　(二)现代
新儒学的曲通模式　二、科学与民主的现代内涵　　(一)民主政治：政统之继续　　(二)科学知识：
学统之开出第四章　旧学与新统　一、从理学到新理学　　(一)新理学之“理”　　(二)新理学之“
学”　　(三)新理学之“新”　二、从心学到新心学　　(一)新心学之“心”　　(二)新心学之“学”
　　(三)新心学之“新”　三、从气学到新气学　　(一)新气学之“气”　　(二)新气学之“学”　
　(三)新气学之“新”第五章　反思与超越　一、儒学的发展向度　　(一)儒学的现代性向度　　(二)
儒学的全球化向度　　(三)儒学的民族精神向度　二、儒学与当代社会　　(一)儒学与经济发展　　(
二)儒学与和谐社会　　(三)儒学与生态文明　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现代化结语参考文献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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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梁启超对“新学”作了这样的定义：“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
为枕中鸿密。
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而生于此种种学问饥荒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
即中即西’之新学派。
”这就对“新学”提出较完整的界定：其一，时间界定，发生于光绪年间，即1875-1908年的时间段，
尤其是甲午丧师，举国震动，构成了社会各阶层相对一致的思想认识基础；其二，文化界定，指在西
学的优势地位面前，本土文化尤其是儒学丧失了合法性，因而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学问饥饿”，因此
需要在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推动本土文化进一步的推陈出新；其三，人物界定，主要指参与公车上
书和戊戌变法的、主张变法维新的学者、幕僚、官吏等，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其四
，学术界定，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表现为将初步的西学知识和今文经学结合起来，构成了新
学的思考背景和学问风格，所谓“即中即西”是指对中西文化的继承和赓续，所谓“不中不西”是指
对中西文化的创新和超越，体现了理论初创期的新旧驳杂、中西错综的痕迹。
“西学中源”说产生于明末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在晚清时局中这种观点最初被作为对中西文化
关系的表述，似乎既维护了天朝大国高高在上、抚夷附远的威严，又有“礼失求诸野”的历史根据，
但它牵强附会处颇多，与“老子化胡”说相类似，那种认为西方文化皆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源流的看
法缺乏充足的说服力，也不利于吸收和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生和更新。
所以，在近代思想文化史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是“中体西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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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学与现代新儒学》：宋元明清学术围绕以理学为主干的儒学共生繁荣，合力推动中国古代哲学和
文化走向最后的高峰。
理学内容的丰富性折射时代思潮的多样性，既要入其内，更要出其外，既有理学与释、道、易各家及
周围社会的横列，也有从宋明到现代的纵贯。
理学的时代虽离我们远去，但通过它而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命脉仍然在代代流传。
宋元明清是理学文化由造极走向衰微的时期。
两宋是中华文化学术、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造极期。
所谓造极是指度越汉唐、和合三教、学风创新、学术繁荣的新时代，是学术多元、学派林立、大师辈
出、自由论辩、成果辉煌的新时代，这是中华文化的和合创新，中华学人的智慧凝练，五千年文脉的
绍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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