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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从董仲舒到陆象山》讲述从秦汉起头的儒家哲理在重大历
史阶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儒家的哲理应对：其一，拒秦兴汉，讲解秦汉之际儒家与法家的哲理交锋
，以董仲舒为代表，开显出汉儒“王官学”的盛大气象；其二，应对佛教，讲解两汉之际佛教入华对
儒家正统形成的挑战，中华佛学的思想之花与儒学相激荡，最终结出宋明儒学的果实。
冀望未来儒学的进路成为两者的内在结合，以精深的、真正太极化了的道理，来开显活的时间意识体
验、艺术体验、生存体验和历史文化体验(其中必含中华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交往体验)，开启出一种有
灵性的、时机化的、不离人的实际生活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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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有的同学问：思想有自己的路子和逻辑，通过政治现象解释思想是否合理？
我们这门课主张从历史实际情境中达到纯思想，从现象本身的分析和剥离中呈现哲学的道理。
权力传承本身是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表现得特别尖锐的政治现象，我们可以通过朝向这个事情本身，
发现其中蕴涵的哲理。
它一定要忠于现象本身，如果限于是非情境的杜撰就没有意思了。
我相信，这种方法可以发现用概念化方法完全看不到的一些哲理维度，比如“时”的哲理重要性，现
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涉及秦汉时，还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根基性的哲学词汇。
 时间是一个特别根本的哲学问题，时间感不是单纯的心理活动。
相比于个人的内时间感受，血缘时间感是更活泼、更原本的，它与广义的存在论问题和其他哲学问题
是息息相关的。
海德格尔能从荷尔德林的诗里看到纯思想，认为其中最根本者就在于时间感，即对于正在来临的时间
的历史性预感。
对这种时间感的领会光靠西方的思想还不够，所以他诉诸老子，全文翻译了《老子》第十一章，用来
解释荷尔德林纯思想的独特性。
我在刚出版的《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的前言里也讲到，以前人们往往认为孔子思想的纯哲学含义
不如后来的孟子、荀子、宋明理学那么强，比如孔子只讲了个“性相近”，而孟子、荀子专门讨论心
性是善是恶，到宋明理学更探讨天理之性、气质之性等等问题，那才是哲学。
近代以来到港台新儒家基本都是这么看。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就现象本身谈哲理的话，孔子恰恰是最深刻、最精妙的哲学大师，他的
境界是后来的儒家都没有真正达到的，当然这种哲学不限于概念化的哲学，而是更广阔意义上的。
 儒家突破法家的权力传承悖论的另一条途径是体制上的保证即分封制，实际上就是将君主的权力分一
部分给同姓或异姓的诸侯。
太子就可以出自某个同姓诸侯，比如汉文帝即是。
分封制也出于周礼，“分封而藩卫京师[王畿]”有多重含义，政治的、地理的、文化的、传承的⋯⋯
总之是造成一个异质而又谐调的“和而不同”的结构，无论就其丰富性、稳定性和抗灾变能力而言，
都要高于一个一体化的结构。
可以设想，如果秦朝像王绾等人建议的，实行了分封，那么“二世而亡”就几乎不可能出现，赵高的
内奸就不会那么致命。
又可以设想，如果汉初没有分封，即便只是同姓王的分封，那么吕氏之乱很可能就是致命的。
所以宋昌劝刘恒去接位的第二条理由，“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史记
》，413—414页），很有眼光。
 分封制的时间含义就是：太子或潜太子在君主当权时（现在）已经分享了一部分空间的权力，而这意
味着未来以边缘的方式与现在交融；同时，君主的叔父们、兄弟们被封王，也意味着先王的过去以这
种血缘的方式进入了现在，并与之交织共在。
这样，太子或潜太子的接班就有连续性，就是一个形成了完整曲调的时间，而非一个个现在音响组成
的杂音、噪音。
当然，这里也有七国之乱之类的危机，关键在血缘时间感的构成，一旦形成风气，像西周那样进入良
性循环，则国祚悠长。
可惜汉代承接的时间结构过于残破，致使分封未被普遍化，如果连出三四个文帝式的汉皇，则汉朝和
中国以后的历史就会又不同了。
贾谊虽然提议削弱诸侯权力，但并不像冯友兰先生解释的那样是要恢复秦制，实际上他绝不反对分封
，反而是拥护“定经制”而分封的，只是他看到当时的时代风气不足以维持较大的诸侯国，建议“推
恩”而使之变小而已。
此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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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不仅是一朝之名，而是代表了一种生存文化和哲理形态。
秦的特点已经由韩非、李斯、始皇、二世、赵高充分显示了，就是刻削寡情、暗算一时、急法尚同、
出生入死。
秦韩做绝，所以刘汉通吃。
汉有四百年的江山，有深远的文化历史影响，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反秦兴汉。
董伸舒使儒家在汉代发皇盛大，成为求王者之师。
　　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已经传人中国。
佛家主宰中华哲学思想的论坛数百年，无以匹敌，领时代之风骚。
它不但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佛教的创新前沿，同时深化和丰富了华夏的哲理，激发出宋明儒学，造成
长久的和多方位的文化影响。
佛教入华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一次偶然邂逅的思想遭遇，而是这样一种哲理间的爱情事件，纵使让
双方再寻找挑选一百次、上千次，还是会属意于对方。
往前生、后世延续多少代，此情不渝、此爱不悔，这种结合都会像神话般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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