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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论文的汇编。书中勾勒了作者研究哲学的历程，分析了
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等核心问题，提出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是在保守主义、自由主
义、激进主义三种力量所形成的张力制约下前行，从中国现代哲学的探索与创新角度指
明了中国现代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并提出了“创建中国解释学”的理论构想，最后还
缅怀了中国现代哲学家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作者简介

汤一介先生（1927—2014），湖北省黄梅县人，生于天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
、思想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从1956年起一直任教
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三智文化
书院、什刹海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代表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
、《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大部分著作与论文已结集为十卷本《汤一介集》出版。主编
有《汤用彤全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与李中华共
同主编）、十一卷本《中华佛教史》（与季羡林共同主编）等著作。以古稀之年主持大
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
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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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自序
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欢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进入大学哲学系以后，开始也还能思考
一些哲学问题，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外在的和自身的原因，我逐渐失去了独
立思想的能力。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早期那种喜欢思考一些问题的兴趣，由于“
解放思想”的提出,又被唤起。我最早怀疑的是日丹诺夫提出的所谓“唯心主义”是错误
的、反动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进步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因为从中
外哲学史上看，正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交互作用推动着哲学史的发展，甚至
有些长期影响着哲学发展的概念命题和方法也是由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出的。于是我想，
我们是否可以从认识世界的历史来看哲学的发展，例如，正是老子提出的“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使“道”这一概念成为中国哲学中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孔子“仁者，爱人
”的命题，使“仁”被确立为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西方，由希腊哲学家提出的
Being概念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西方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传统
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中国学界的关注，为此召开了好
几次有关“范畴”问题的讨论会。



收入本卷第二部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的文章，都是从某一问题出发，把这
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提出我的看法。例如，《阴阳五行观念与中国医学》是想说
明，正是到秦汉之际，两个原来并不相同的《周易》的阴阳系统和《洪范》的“五行”
系统相结合，产生了京房的“五行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等等，以及中国医学的《
黄帝内经》。《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则是想说明，“事实的历史”和“叙述
的历史”不同，“叙述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对“事实的历史”的认识，它是某种历史
观的产物；既是一种“历史观”，它就有着对历史事件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
，而“正义”与“非正义”是一是非善恶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哲学”可以说是讨论
“真”的问题，“美学”可以说是讨论“美”的问题，而“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观的
历史学）应该是讨论“善”（即合乎或不合乎“正义”）的问题。《论儒学的“普遍价
值”问题》一文针对的是企图否定哲学（思想理论）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观点。我认
为，如果否定思想理论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那么就将否定任何民族的思想理论中
存在为其他民族认同的“价值”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普遍价值”
的意义了。从而我提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
这样才可以实现全人类走向和谐共处的理想。因此，在这一部分中，我大体上都经过长
期思考，而就某一问题说说我对这问题思考的所得。自序
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欢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进入大学哲学系以后，开始也还能思考
一些哲学问题，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外在的和自身的原因，我逐渐失去了独
立思想的能力。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早期那种喜欢思考一些问题的兴趣，由于“
解放思想”的提出,又被唤起。我最早怀疑的是日丹诺夫提出的所谓“唯心主义”是错误
的、反动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进步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因为从中
外哲学史上看，正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交互作用推动着哲学史的发展，甚至
有些长期影响着哲学发展的概念命题和方法也是由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出的。于是我想，
我们是否可以从认识世界的历史来看哲学的发展，例如，正是老子提出的“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使“道”这一概念成为中国哲学中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孔子“仁者，爱人
”的命题，使“仁”被确立为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西方，由希腊哲学家提出的
Being概念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西方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传统
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中国学界的关注，为此召开了好
几次有关“范畴”问题的讨论会。
收入本卷第二部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的文章，都是从某一问题出发，把这
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提出我的看法。例如，《阴阳五行观念与中国医学》是想说
明，正是到秦汉之际，两个原来并不相同的《周易》的阴阳系统和《洪范》的“五行”
系统相结合，产生了京房的“五行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等等，以及中国医学的《
黄帝内经》。《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则是想说明，“事实的历史”和“叙述
的历史”不同，“叙述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对“事实的历史”的认识，它是某种历史
观的产物；既是一种“历史观”，它就有着对历史事件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
，而“正义”与“非正义”是一是非善恶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哲学”可以说是讨论
“真”的问题，“美学”可以说是讨论“美”的问题，而“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观的
历史学）应该是讨论“善”（即合乎或不合乎“正义”）的问题。《论儒学的“普遍价
值”问题》一文针对的是企图否定哲学（思想理论）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观点。我认
为，如果否定思想理论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那么就将否定任何民族的思想理论中
存在为其他民族认同的“价值”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普遍价值”



的意义了。从而我提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
这样才可以实现全人类走向和谐共处的理想。因此，在这一部分中，我大体上都经过长
期思考，而就某一问题说说我对这问题思考的所得。
第三部分“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历史的反思，主要讨论的是两个问
题：五四运动后推动中国文化前行的并不完全是革命的“激进主义”，而实际上是由当
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所形成的张力制约着而前行，因而中国传统文
化并没断绝。另外，“启蒙”与“救亡”并不矛盾，正是“启蒙”唤起了“救亡”，而
“救亡”深入了“启蒙”，只是因某些政治因素的干扰有时会使“启蒙”与“救亡”两
者不能协调。
第四部分“中国现代哲学的探索与创新”同样是从当时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出发来探讨
我所注意到的问题。当时有不少学者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近代史一直存在“
中西古今之争”，我认为这是对的。但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们是否应考虑如何走
出“中西古今之争”，而走向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呢？于是我写了《融“中西古今”
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了“创‘反本开新’之路”或“走出‘中西古今’之
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我又写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我借用
了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提出现在我们不能再“照
着讲”中、西、马学说已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接着”来发展他们的学说，以便使中国
学术文化走上真正“创新”的路。为试着使中国学术文化在“传统”中“创新”，我写
了《儒家思想及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期图找到“儒学”和在西方刚刚开始出现的“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否有着某些可以契合之处，并使“儒学”能和现代西方哲学接轨。
在《传承文化命脉推动文化创新》一文中，我所考虑的是，由于“儒学”（我们学术文
化的旧传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无法与它割断；而在百年来影响
着中国社会变革、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当今支配中国社会
的新传统），这两者之间是否能找到某些有利于中国社会合理发展的契合点，并能在某
个方面可以起到互补、互助借鉴的作用，以建构新型的适合中国社会并能影响世界的哲
学学说。当然，这两篇论文只能说是一种初步的尝试，能否成功需要经过众多学者的批
评和讨论。
第五部分“建构中国解释学问题”的写作是我有见于在西方学术界“解释学”的影响越
来越大，形成了一种“解释学”的思潮。这种思潮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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