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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牟宗三先生有感于大学教育分门别类，专以知识为务，而于生命性情、精神志趣、文化理念等反相隔
阂不通，乃假台湾师范大学为讲坛，定期举行持续开放的师友讲习，名曰人文友会。
本书所辑录整理者，就是当年之讲录。
　　牟先生认识，中国人治学问须克服西方的“学问模型”——生命与理性的对立，而根本关键是对
于生命的正视，由此悟入中国圣哲所开出的真实学问：哲学应当在这种学问的认识上重新调整，文学
也应当基于这种学问的认识重新培养其灵魂，历史也应当基于这种学问的认识重新转换提高其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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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县牟家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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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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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著作有《理性的理想主义》、《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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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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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新外王的道路（二）第二十三篇　通往新外王的道路（三）第二十四篇　理性的运用表现与架构表
现第二十五篇　民主政治与道德理性第二十六篇　普遍性与个体性第二十七篇　黑格尔哲学与存在哲
学第二十八篇　中西思想诸问题之讨论第二十九篇　存在的进路与非存在的进路第三十篇　精神哲学
与自然哲学第三十一篇　理智、美学与道德意识第三十二篇　怀悌海哲学大意第三十三篇　怀悌海哲
学之问题性的入路第三十四篇　唐君毅先生讲“人学”第三十五篇　师友之义与友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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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友会之基本精神与愿望（一）今天是人文友会第一次聚会。
以后每两周一次，有一定期之聚会。
每人须有一定研究工作，或读有关书籍，及做心得报告与讨论。
我们这个会带有一种转移风气的使命。
各位毕业后，总要在学术上有一种理路，获得一点成就，不能只是说空话、喊口号。
每人总要有一题目，作为研究对象，借以凝聚自己之心志。
如对思想有兴趣，可专心致志读一部书，或专门看几个人的，最好是一个个地看，如诸子方面之荀子
、老子、庄子等，先写笔记，再逐渐写成有系统的文章；至于历史方面，可多读些解释历史的书，以
及讨论文化问题的书。
如黑格尔、斯宾格勒等之著作，实可仔细一读；在逻辑方面，也可以自修，训练自己之思想理路。
我们这种分头研究，实在是将来分工合作的预备，先行着手，三年有小成，五年有大成，切忌散漫。
我们做学问，既不可略观大意，亦不可不求甚解。
做学问是在述作中期有贡献于学术文化，而不只是主观地受用。
我总希望每一位将来在学术上有一地位，共同表现一基本态度与立场。
要成一个基本态度基本立场，是不容易的。
如胡适曾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其观点比较正统，那么他自己的观点必是非正统的。
真正讲来，立场没有很多的。
道二，仁与不仁而已。
冯氏的正统，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也难说。
胡氏的非正统，究竟为什么不对，我们也应当彻底了解。
其实这些，只是时代流逝中不成熟的动态。
我们只可予以观时风，而不可算立场。
我们现在是要彻底透出正统的立场，以结束三四十年来流逝中那些不成熟的动态。
（二）我们发起这个人文友会，已谈过几次，今天在座的，有许多还未签名发起，我现在接着上面所
说的基本立场，再进一步说一说。
我们这个友会，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运动。
我们这三四十年来，总是向外向下，由浪漫的否定来表现正义与理想。
不独青年为然，即一般知识分子皆然。
此种浪漫性的否定，一定是虚无主义。
我们现在要转移过来而改为向内向上，从正面表现正义与理想，表现其热忱，或说是浪漫性。
那么，中国才有办法，中国才可建立起来。
聪明的人常说，你们不要讲孔子、讲中国文化。
因为凡讲孔子、讲中国文化的，都是腐败不干净的人，不能不有点忌讳。
知识分子趋新，不敢讲孔子与中国文化。
这种把孔子、中国文化和政客合一的态度，实在是狠愎的反动。
试想借这种狠愎的反动来表现正义与理想，能不流于虚无主义吗？
这里并没有正义与理想，只有一种“愤”，所以是纯否定的。
我与诸位聚会讲习，主要的用心，就是要扭转这种习气。
我们由向内向上开启纯理想性，自然就接上了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也自然就了解了中国文化的生命与
智慧。
这里是基本原理基本立场的所在。
这里有最根本的肯定。
所以由向内向上从正面开启我们的理想性，才能有正义与理想的表现。
孔子与中国文化不是外在的古董，乃是生命与智慧。
只要你用真实生命和他相接，你便接上了智慧之路，我们这人文友会，还有一大愿望，即关心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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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
我们主张使儒家成为人文教，并主张于未来成立人文教会以护持国脉。
我们的主要工作，即在《人文友会大纲》第三章的三统。
至何时可以成为教会，现在只是愿望，并不能确定。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讲习录>>

编辑推荐

《人文讲习录:中国哲学的会通》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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