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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讲辞是十年前在台大继《中国哲学十九讲》后而续讲者。
《十九讲》早已出版，而此讲辞则因当时诸研究生俱已出国深造，无人由录音带笔录为文，遂成蹉跎
。
后由林清臣同学独自担任笔录，联贯整理，共十四讲，先发表于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后复转
载于《鹅湖》杂志。
清臣是台大老同学。
原读化工系，后学医，专精脑神经科，现在日本研究老人科。
彼一生副习哲学，从未间断。
三十年前，吾之《认识心之批判》由友联出版时，唯清臣读之甚精。
后凡吾在台大、师大所讲者，彼率皆由录音听习。
彼之笔录此十四讲并非易事。
平素若不熟练于西方哲学之思路与辞语，则甚难着笔从事。
故其录成文字，功莫大焉。
盖吾课堂之讲说并无底稿。
若不录成篇章，则纵有录音，亦终将如清风之过耳，一瞬即逝，无由得以留传人间，广布社会，此岂
非大为可惜之事乎？
又彼笔录之时，每成一讲。
必由其夫人正楷誊写寄吾改正，改正后，复由其夫人再誊清一遍，然后始交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
》发表。
如此慎重将事，当今之世，何可多得！
值兹付印之时，略发数语以识其贤伉俪好学之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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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牟宗三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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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牟宗三文集》编者遴选了牟宗三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中国哲学的特质》《道德的理想
主义》《中国哲学十九讲》等，共计十三种。
本册为《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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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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体与性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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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有《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译注）、《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等3部
译作。
其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
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书籍目录

小序第一讲  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哲学真理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第二讲  中国哲学底传统：中国哲学
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其重点在“自然”第三讲  西方哲学底传统：柏拉图传统
，莱布尼兹一罗素传统以及康德传统：从莱布尼兹一罗素传统说起——莱布尼兹思想之下委与上提第
四讲  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此对反于“经验的观念论”与“超越的实在论”
；由经验的实在论融摄知识范围内一切实在论的思想，由超越的观念论融摄一切关于智思界者的思想
第五讲  康德的“经验意义的二元论”与罗素的“中立一元论”：超越意义的二元论不能成立第六讲  
经验的实在论开感触界，超越的观念论开智思界：中西哲学对此两界之或轻或重，或消极或积极第七
讲  一心开二门：中国哲学对于智思界是积极的，对于感触界是消极的(就成立知识言)；西方哲学则反
是第八讲  只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所开的两界可以与中国哲学会通：进一步讲经 验的
实在论如何使主观的表象涉及对象而可以客观化第九讲  使主观表象客观化的是发自知性主体之形式
，犹若“立于礼”第十讲  未决定的对象与决定了的对象第十一讲  范畴之发现：知性之逻辑的性格与
存有论的性格第十二讲  范畴之形而上的推证与超越的推证第十三讲  “知性为自然立法”之意义：此
是否主观主义？
第十四讲  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感触直觉与智的直觉之对比以及直觉的知性与辨解的知性之
对比：中国哲学肯定人可以有智的直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章节摘录

第一讲 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哲学真理之普遍性与特殊性我的讲题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分际与限度
”，这是个大题目，在此只能长话短说，把大题目做简单地叙述。
讲这个题目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要通学术性。
一方面要通时代性，要关联着时代。
中西哲学之会通是核心地讲。
由此核心扩大而言也可说是中西文化之会通。
文化之范围太大，可以从各角度、各方面来看，但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当该是哲学。
哲学可以做庞大的文化这一个综合体的中心领导观念。
故欲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开始时可以散开地由各方面来看，从各方面向内凑，如从文学、历史、经
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凑到核心，还是个哲学问题，这一种讲法可以说是归纳的讲法。
哲学地言之，也可说是一种现象学的讲法，即南文化各方面做现象学之分析与描述。
但我们现在不采取这种讲法，而直接地由核心讲，故就落在哲学上。
哲学从关联着文化来讲，哲学就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或智慧，也即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
向与智慧。
假若内在于哲学专就哲学本身而言，哲学有很多种定义，我们现在不谈。
关联着文化讲，哲学就是文化发展的指导方向。
这一个原则，无论应用到中国，西方与印度，同样适用而有效。
中国文化由尧舜起经夏商周而一直发展到现在，为什么是这一个形态呢?西方文化由希腊、罗马经过中
世纪而到近代文明，为什么是那个形态呢?印度文化为什么又是这样呢?各文化形态之所以如此这般，
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哲学的观念在领导着，总而言之，人类世界之各文化系统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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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牟宗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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