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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
成的。
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
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的传人。
如果不算唐朝传人的景教和在元朝曾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也里可温教，因为这两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中
断了。
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量传人应该说是自16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人。
这两次重大外来文化的传人大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里程碑”。
[1]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传人，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它每一次
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
    就各国的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文化（自然包括哲学）的发展大体上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
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的。
“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
开掘，同时也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原有的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与规
范，使之得以定型和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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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哲学思想观念进入中国并且开始蔓延，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基本现象；20世纪中国的几乎所有
哲学学派都接受了西方哲学的挑战与洗礼。
但是，在不同哲学气质与价值取向的中国哲学家那里，所接受的西方哲学的影响与影响效果并不一样
。
这说明，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在理解与吸纳西方哲学思想时。
其实是有类型上的区别的。

本书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接受西方哲学的心态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全盘西化型、以中拒西型、以
中摄西型、援西人中型、西体中用型以及中西会通型；并且突出其在理解与诠释西方哲学时的一种中
国本土文化视野。
这种中国本土文化视野影响与决定了它们接受西方哲学的态度与立场，同时也表现在它们对中国哲学
的重建的看法上。

全书以宏观叙事与具体个案透视相结合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重要的哲学家与哲学学派、哲学思潮的
西方哲学观作了清理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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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多地是指蕴涵理在内的事物。
凡事物都包含有理，凡个别都包含有普遍，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
所谓想像的综合力，应是指把在场的、事与理相结合的事物同不在场的、事与理相结合的事物综合在
一起的能力，这也就是想像综合力之所以既不排斥思维而又超越思维的一个重要意义。
”其二，哲学本来贵“通”，而西方哲学传统却重“同”。
张世英说，西方古典哲学家大多重认识论，把认识相同性视为哲学的重要任务。
其实，现实中没有这种抽象的相同性，现实的东西总是千差万别的，彼此不同的。
彼此不同的东西而又能互相沟通。
他指斥西方哲学传统重“同”而忽视“通”的致思倾向说：“我以为我们平常所谓的彼此之间的相互
了解，所谓我知道你，你理解我，实皆指彼此之间相通，我你之间相通，而不是指两者之间的绝对相
同。
懂得了这一点，我想那种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可能相互了解的主张和观点，应该说是站不住脚的，至少
是片面的。
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经验主义，认为人最理解私己的心灵感觉，把内在的、心灵私有的东西放在首
位，这就为不同者不能相通的私有语言论提供了理解基础。
维特根斯坦主张感觉可以交流，可以让渡，语言能得到公共的理解，正是要扭转西方近代哲学史上这
一传统的见解。
可惜维特根斯坦只限于从语言的角度论述他的观点，而没考虑到不同的东西可以相通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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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浙史: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从各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的发
展大体上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的。
“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离异”则表现为对原有主流文化的批判和扬弃。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希望能把这一百年来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如何创立、冲突
、发展以及其走向作一较客观的（当然也会带有各位作者主观性）的描述、评论和展望。
本丛书共14卷，首卷为导论，其余13卷，大体按传入时间先后，每卷描述和评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
西方哲学派别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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