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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明学术文库》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范项目。
该出版工程采取“媒体发动，学界审评，光明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常年征集、精选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的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及时向社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
，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
　　《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
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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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兴国，1962年8月出生于云南曲靖市。
198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哲学系。
1996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师侍方克立先生，并从学于刘文英先生与卢升法先生，攻读中国哲学博
士学位，于2000年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儒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学位点负责
人，云南省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学科带头人；云南省思维科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云南省逻辑学会理事
，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理事等。
2005年调入深圳大学任教，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历史学部教授、国学研究所教授。
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学术专著有《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从逻辑思辨到哲学架构》等；参著学术
著作主要有《中外科技与社会大事总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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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牟宗三哲学思想综论一、哲学关注着的时代与世界(一)上帝归寂与爱因斯坦到来的时代(二)无
体、无力、无理的世界(三)对传统哲学精神的执持与守护(四)上帝归寂与爱因斯坦到来的真实隐义(五)
人或人性的呼唤二、中国的去向与人类自救的出路(一)返本开新(二)重建世界的人文精神三、哲学地
建立中国哲学——担负起中国哲学的时代使命(一)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二)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界的
反省(三)必须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四、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的思想进路第一部 契接中西哲学之主流—
—牟宗三哲学思想渊源探要引言第一章 生命与智慧的根源第一节 混沌企向的生命第二节 父教第三节 
天地灵气与乡村文化的陶养第二章 逻辑启蒙与熏习西方哲学第一节 师从张申府、金岳霖、张东荪三
先生学习数理逻辑与西方哲学第二节 相契于怀特海第三章 站在西方哲学巨人的肩上第一节 本康德的
批判精神消融现代逻辑、数学、科学的成就一、兼收并蓄博采百家二、消融与整合现当代逻辑、数学
、科学三、从《数学原理》取得对逻辑独立发言的资格第二节 以康德思路消融古今哲学一、从逻辑问
题进入康德哲学二、由康德直探西方哲学的大统或主流三、非专家之学的“康德学”四、旁摄诸子第
四章 复归中国哲学继承儒学衣钵第一节 万化之源第二节 一师一友一、熊十力对牟宗三的熏炙(一)承接
熊十力的儒学衣钵(二)熊十力对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开启(三)以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继承熊十力的哲学
思想二、唐君毅对牟宗三的学思影响(一)唐君毅的“带路”作用(二)在辩证法与形上学两方面对牟宗
三的启导附录：牟宗三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局限(一)(二)(三)(四)(五)(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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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个大哲学家的出现是特殊的，但绝不是偶然的。
牟宗三(1909一1995)，作为20世纪的一代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当代新儒学硕果仅存和最后谢世的儒学
大师，在他的存在境遇和他对时代与世界的深切感受、体验中酝酿出他的哲学思想，以他独特的个性
、天才和风格，哲学地建构了“牟宗三哲学”。
    一个哲学家的生命创造和生命表现，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特殊的事件。
然而，在哲学家的生命流动中存在着一种普遍性。
如所周知，牟宗三哲学的主题在于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重建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哲学。
在他看来，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题。
面对自近代以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沉重打击，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大大地加剧了，面对自近
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挑激，尤其是20世纪西方哲学新潮的冲击，面对人类精神的迷失与对重
估价值的期求，中国哲学既获得了“一阳来复”的生机，但也可能沉没于死亡峡谷。
因此，重建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复兴的必要选择。
但是，重建不是古代典籍的“注疏”、“集注”、“集解”，也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标准与模式(——无
论是欧美的还是俄式的标准与模式——)来生拉活扯或生搬硬套地强行解释中国哲学，任意涂抹、打扮
、臆解或歪曲甚至是阉割中国哲学，而必须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
换言之，中国哲学必须现代化和世界化。
从中国哲学自身在20世纪的发展来说，这表现为“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的问题。
这一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的问题，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哲学生命的畅通象征文化生命的顺适，文化生命的顺适象征民族生命的健旺，民族生命的健旺象征民
族的强大。
因此，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这一主题，不是由哲学家主观地决定的，而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
求，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的一项迫切的历史使命，它既有民族性和文化性，也有
时代性和学术性，还有世界性和人类性。
因此，它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
    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固然是中国哲学所面临的现状使然，同时也是人类的“意义的追求”的表现，
是消除人类精神危机的要求。
人类的精神危机或“意义危机”的由来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忧患意识使中国人酝酿出古老的《易
经》，狄俄尼索斯(Dionysus酒神)精神与阿波罗(Apolle．太阳神)精神的交织与冲突给古希腊人带来了
庄严的悲剧，犹太远古先民的牺牲精神陶冶出希伯莱最伟大的《圣经》，⋯⋯人类的精神危机常常同
人类的深重灾难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时代均有所表现，例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美俄两
个超级大国持续近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及其中一系列的重大事件——1948年的柏林封锁，1949年苏
联原子弹的爆炸(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核武器实验所引起的对放射性尘埃威胁所有生命的巨大恐
惧)，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1962年古巴的导弹危机，1950—1952年美国对朝鲜的战争和1964—1972年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差不多50余万部队和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军力量投入战争。
美国在这两次战争中的伤亡大大超过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数字)。
——这些具有真正冲突的危险引起人类对大规模毁灭的普遍不安与恐惧，⋯⋯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21世纪初期出现在美国的“9·11事件”，世纪末与跨世纪(1991年和2003年)的两次美
伊战争，出现于中国而流行世界荼毒人类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3年)的恐怖经历，接踵而来的
“禽流感”(H5N1．2003—2004年)、令人惊恐的印度洋的大海啸等等，皆使人类陷入困境乃至悲观主
义之中，无不构成人类精神危机的表象。
    人类自一开始，就遭受到不断的不同灾难的毁灭之害，因之对深重灾难的巨大恐惧便直接构成了人
类精神危机的表象。
伴随着高度发达的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到来和极大进步，出现了“知识”与“价值”，“传统”与“现
代”(以后又有“现代”与“后现代”)等巨大而复杂的矛盾与冲突。
此外，人类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科技竞争，军备竞赛，以及地区冲突与民族矛盾也日益扩大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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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了。
这些矛盾和冲突无不表现了人类文化理想自身的失调与冲突，理想与实践的分离或相背，人类困陷于
“理想的冲突”或“精神迷失”之中，失去了价值目标，或精神支柱，或“终极关怀”，或“安身立
命”之本。
“道德的人”在“不道德的社会”中能否生存下去，成为当代人无法回避而不得不直面相对的最重大
的问题之一。
因此，“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形上迷失”构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的特征。
在牟宗三的笔下，人类的精神危机是由“上帝”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上帝”与“人
间”的两极分离来揭示的。
人类的精神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现代中国的思想层面。
因此，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也必然要同把人类从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的目标相联系。
这也是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哲学不独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中国哲学的重建必须面对人类的危机，世界的问题，
为人类为世界作出她的贡献。
就牟宗三来说，解救人类出精神危机，必须重建世界的人文精神。
因此，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必然包含着对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对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也必然表现在
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之中。
    宽泛地说，胡适、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张东荪、冯友兰、贺麟等等一批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
上为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作了可贵的工作。
牟宗三继其后，启夕秀于未振，同唐君毅等人一道，自觉地承担起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重大使命，抱
着对华族与人类负责的态度，力图从哲学上为中国的去向和人类的自救寻找一条坦途，为人类生命与
世界的安顿、顺畅和健旺寻觅精神与价值上的原始生命动力及其大根大本。
    对牟宗三来说，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题就是牟宗三哲学的主题，顺中国哲学的发展来看，牟宗三哲
学的主题也就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题。
因此，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重建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躲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的哲学游戏，而是
在通观古今之变，融会东西之长，学究天人之际，发皇光大人类的智慧与文化，以求成为指导社会实
践的一家之言，而且它本身就是人类生命上遂调适，积极行健，黾力自救的行为实践。
因此，牟宗三哲学是在“古今之变，中西之争”的时代大潮中激出的绚丽多姿的一朵浪花，它关连着
时代与世界的脉动，它紧系着华族与人类的命运，它通向中国文化的过去与未来，它标示着中国哲学
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不能归结为只是中国哲学在形式上的重建，也就是说，中国哲
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不仅仅是哲学形态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而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融合中外，富
有中国个性，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现代哲学的规范的整合与重铸。
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场伟大的变革。
虽然不能说牟宗三哲学实现或完成了这一变革，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在现代的一次重大的转
型与巨变，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对于推进与加深中国哲学自身的变
革将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犹如一座奇妙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不完，想不
尽，任由你从不同的角度或维度进行审视或研究。
但是山有脉，木有本。
哲学家的思想自有其运演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进路。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要在能人乎其内而又能出乎其外，把握其思想运演的进路和内在逻辑，这
不仅可见“龙象”，而且可深得“龙脉”。
因此。
“从逻辑思辨到哲学架构——牟宗三哲学思想的渊源与进路”构成了这一个案研究和这篇论文的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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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本书发表的是“导论”与探讨“牟宗三哲学思想的渊源”部分，至于“牟宗三哲学思想进
路”部分则另作一书出版。
)    为了理解牟宗三哲学的这一主题，把握牟宗三哲学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同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与哲学
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必须弄清它的思想渊源及其发展的逻辑历程，就必须深入到他的存在境遇
与时代感受和体验之中去，就必须深入到他的个性与风格之中去。
在看到特殊性的同时，也要把握普遍性。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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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明学术文库》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范项目。
该出版工程采取“媒体发动，学界审评，光明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常年征集、精选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的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及时向社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
，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
　　《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
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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