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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讲演是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所规定的题目。
约定十二次讲完，每次一小时。
在这十二次里，想把中国哲学的特质介绍给社会上公余之暇的好学之士，当然是不很容易的。
如果是轻松地泛泛地讲述，那当然比较具体一点，听起来也比较有兴趣。
但这样恐怕不会有真正的了解，也不是这个倒塌的时代讲中国学问之所宜。
因此，我采取了直接就中国学问本身来讲述的办法。
这也许听起来比较艰难一点。
但若因此而稍能把握一点中国学问之内在本质，或即不能把握，而艰难之感中，引起对于中国学问之
正视与敬意，这也并非无益处。
　　中国哲学包含很广。
大体说来，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
但我这里是以中国土生的主流——儒家思想，为讲述的对象。
其余皆无暇涉及。
　　本讲演并无底稿。
在讲述时，托王煜同学笔录。
口讲与自己撰文不同，而笔录与讲述之间亦不能说无距离。
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许比较严整而详尽。
但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机会.也可以逼迫我做一个疏略而扼要的陈述。
这也自有其好处。
而王君的记录也自有其笔致。
换一支笔来表达，也自有其新鲜处。
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也觉得与我的原意并不太差。
紧严有紧严的好处，疏朗有疏朗的好处。
是在读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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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牟宗三先生(1909--1995)，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师承于熊十力先生，熊先生称之为北大哲学系“唯一可造之人”。
牟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并肩而立，号称熊氏的三大弟子。
    牟宗三先生终生勤勉治学，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和更新，为正在消逝的中国文化传承血脉之
存亡续绝而奔走呼号。
清季民初以来的人文复兴课题，使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处于困扰和焦虑状态，主流对于目迷五色的现代
物质文明的追慕，催促中国进人了一个现代化的图腾崇拜时代，传统的中国文化被看做过时和不髦的
而被“打扫”，新儒家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完全被淹没。
延至当下，或者稍早些，中国突然发觉自己面对的是传统的破碎败坏和“洋泾浜”式的现代化，人文
复兴走向了误区，诉诸和回归传统再次成为一个轮回的主话题。
于是，中国知识界“发现”了新儒家，也“发现”新儒家思考的价值。
国内出版界也开始陆续出版牟宗三的作品，并一度形成了“牟宗三热”。
    有趣的是，国人的研究领域也如同时尚界，凡思想成为某种时髦的时候，也是它即将过时的时候。
这造成了我们对大部分的有价值的思考略知皮毛而已。
想牟宗三先生也难免此一规律，且因为种种原因，牟宗三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当然也不完
整。
基、于这些考量，吉林出版集团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牟宗三文集》。
在此过程中，幸而获得台湾“学生书局”等出版界同人的支持，促使此一计划得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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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牟宗三(1909--1995)
　  字离中，山东栖霞人。
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当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
主要著作有《心体-b性体》、《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
》、《圆善论》等28部；另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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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哲学的特质》再版自序小序第一讲　引论：中国有没有哲学？
第二讲  中国哲学的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
第三讲　忧患意识中之敬、敬德、明德与天命第四讲　天命下贯而为“性”第五讲　孔子的仁与“性
与天道”第六讲　由仁、智、圣遥契性、天之双重意义第七讲　主观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第八讲　对
于“性”之规定(一)《易传》、《中庸》一路第九讲　对于“性”之规定(二)孟子一路第十讲　复性
的工夫第十一讲  中国哲学的未来第十二讲　作为宗教的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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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引论：中国有没有哲学？
　　中西哲学，南于民族气质、地理环境与社会形态的不同，自始即已采取不同的方向。
经过后来各自的发展，显然亦各有其不同的胜场。
但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
“哲学”一词源自希腊。
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我们现在把它当做一通名使用。
若把这源自希腊的“哲学”一名和西方哲学的内容合在一起，把它们同一化，你可以说中国根本没有
哲学。
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人们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
这不但西方人自视是如此，民国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亦无不如此。
所以有全盘西化之说。
中国以往没有产生出科学，也没有开出民主政治。
这是不待言的。
说宗教，以基督教为准，中国的儒释道根本没有地位。
说哲学，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所以人们也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
这样看来，中国文当真是一无所有了。
构成一个文化的重要成分、基本成分，中国皆无有，哪里还能说文化？
其实何尝是如此？
说中国以往没有开发出科学与民主政治，那是事实。
说宗教与哲学等一起皆没有，那根本是霸道与无知。
人不可以如此势利。
这里当该有个分别。
西方人无分别，还可说。
中国人自己也无分别，那就太无出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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