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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学哲学》编著者杨国荣。 本书是高等院校通识课教材，由杨国荣主持编撰，以哲学
文献的选编为主要内容，兼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文献，同时辅之以导读性的概说和
引言，使读者更直接地面向历史上的重要哲学家与哲学思想，为读者敞开更广的思想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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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当然，如上所述，智慧之思或哲学形态同时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后者体现于形
式与实质两个方面。从形式的方面看，哲学都离不开逻辑思维和体悟、体认，但在侧重
上，则往往有所不同。相对而言，西方哲学从早期便比较注重逻辑的分析和逻辑的推论
，中国哲学则较多地在辩证思维、体悟、体认等方面呈现自身的特点。从实质的方面看
，哲学之思都涉及成己(认识人自身与成就人自身)与成物(认识世界与变革世界)，无论
是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都无法离开这些基本的问题。然而，在关注的重心上，则
每每有不同的特点。如果说，西方哲学对成物更为注重，那么，中国哲学也许将关切之
点较多地指向成己。当然，以上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我们既不能在形式的层面上说
中国哲学隔绝于逻辑的沦、西方哲学拒斥辩证思维以及体认与体悟，也不能在实质之域
说中国哲学完全无视成物、西方哲学根本忽略成己。从哲学的定位看，尽管在侧重之点
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也许有不同特点，但正如侧重某一方面并不意味着排斥另一方面
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侧重的不同，而完全否定其中某种形态的哲学性质。在肯定中国
哲学在智慧之思上的独特趋向的同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它的哲学品格。
  对中西哲学关系的理解，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罗列中西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如何、
西方哲学怎样；什么是共通之处、哪些是差异之点，如此等等。考察中西哲学及其关系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今天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构工作提供思想的背景。就哲学思考而
言，相异的哲学传统的彼此相遇首先在更广的思想空间之下为不同观念和思想的相互激
荡、彼此影响提供了可能。如前文所论，哲学的问题往往有相通之处，但思考与解决哲
学问题的进路、方式则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哲学传统在追问、理解世界的过
程中，确乎表现出各种的侧重，通过相互碰撞、对话与沟通，无疑可以使哲学的思考在
“世界”的视域下，进一步深化对世界本身的把握。
从更广的视域看，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①以及中西哲学彼此相遇的背景下，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本身都已开始获得实质意义上的世界性维度。随着历史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世界历史，人类的共同价值、普遍利益逐渐变得突出，人类的认同(肯定自身为人
类的一员)的问题也较以往的历史时代显得更为必要和可能。尽管经济、政治、文化、意
识形态等领域各种形式的差异、冲突依然存在，但这种差异和冲突本身又内在于世界历
史的进程之中，其化解无法离开普遍的、世界的视域。从总体上看，经济的盛衰、生态
的平衡、环境的保护、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等等，愈益超越地域、民族、一国之
域而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人类的命运也由此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哲学在植根



于以上历史背景的同时，也表现为从人类普遍价值的维度考察世界对于人的意义。这种
意义不仅通过对世界的说明得到呈现，而且在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得到现实的确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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