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心灵的超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命心灵的超越>>

13位ISBN编号：9787807525639

10位ISBN编号：7807525630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巴蜀书社

作者：余仕麟，段吉福，吴映平　著

页数：3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心灵的超越>>

内容概要

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冲击。
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紧迫问题，许多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主张。
当时出现的各种思想流派，代表了各自对中国传统、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不同认识与诉求。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现代新儒家，即是这些林林总总文化思潮中的一种。
他们试图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寻找到一条适应中国与现代世界潮流趋势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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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仕麟，1957年生，男，四川省成都市人，现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教授，四川省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西南民族大学学科带头人，西南民族大学教学名师
奖获得者，伦理学硕士点领衔导师，中国哲学硕士点导师。
兼任四川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会、四川省伦理学会等学术团体副会长、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职
。
研究方向：伦理学原理、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少数民族伦理思想。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2项，参研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在内的
省部级以上课题5项。
独立和合作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合作主编学术论文集2部，参编省部级统编教材2部，发表学术论
文50余篇。
相继获得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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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返本与开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衰落与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一、以儒
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衰落　　二、中国现代性问题与现代新儒学　第二节　现代新儒家
对道德形上学的关注与重建　　一、哲学是文化的内在根据　　二、儒家心性论与道德形上学　　三
、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在重建道德形上学方面的努力　第三节　唐君毅的学术追求及在现代新儒家中
的地位　　一、唐君毅驰骋哲学的一生　　二、唐君毅在现代新儒家中的地位第一章　唐君毅对儒家
心性论的解读与传承　第一节　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分析　　一、《中国哲学原论》之《导论篇》、
《原性篇》综览　　二、合“生”与“心”所成之“性　　三、理之六义与外观内省的五性说　第二
节　儒家心性论及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　　一、心性论与中国哲学传统　　二、儒家心性论的
发展　　三、儒家心性论的内在特质　第三节　儒家心性论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　　一、中西文化
冲突与文化生命的开拓　　二、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回顾　　三、儒家心性论是人文精神的核心　第
四节　对中西哲学心性论的分析比较　　一、《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概述　　二、从心、神、志看
中西方心性论的差异　　三、“性情为心之本”第二章　心之本体：道德自我的形上根源　第一节　
道德是人的生命超越的价值向度　　一、从非理性的生命世界跃升到理性的人文世界　　二、道德理
性是文化意识的主宰　　三、人类道德心理的本质：对现实自己的超越　第二节　形上的心之本体是
道德自我的根源　　一、心之含义与心、境、物的关系　　二、心的本体性　　三、对心之本体的契
悟印证　　四、真实至善的心之本体　第三节　人类精神的超升：道德自我的建立　　一、人是一种
超越时空之精神存在　　二、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精神活动　　三、纯粹的爱的活动即纯粹的精神活动
第三章　心之本体与人的道德生活第四章　心之本体与道德实践第五章　对儒家天德境界的皈依第六
章　对唐君毅道德形上学思想的评价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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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哲学是文化的内在根据　　现代新儒家认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最根本的是哲学的复兴，因为
哲学是民族文化的根本。
由唐君毅执笔，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
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一文中指出：“我们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学
术，要把它视作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来看。
但这个精神生命之核心在哪里？
我们可说，它在中国人之思想或哲学之中。
这并不是说，中国之思想或哲学，决定中国之文化历史，而是说，只有从中国之思想或哲学下手，才
能照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精神生命。
”①　　文化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其中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教育以及生活方式
等等。
在人类文明社会，哲学在这些广泛的文化活动中起主导的关键作用。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法律制度等都深受某种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个社会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这个社会文化总体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这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思想基
础和内在根据。
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哲学表现为一种理性反思，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
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②“思辨的真理不是别的，只是经过思想的理性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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