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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融合与共生是日本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
本书通过对日本思想文化史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提出明治时代以前为日本哲学思想酿生、展开与
成熟的时期，其后为现代日本哲学诞生、成长与结果的时期；前者以中国思想的导人为契机与介质，
以德川后期创造性思想体系辈出为成熟标志，后者以西方哲学的移植为契机与介质，以西田哲学为代
表的京都学派哲学为鼎盛。
作者还提出“共生文化论”，认为日本文化走的是“共存一融合一共生”的道路；其最显著特征可以
概括为“生活文化”，即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理解事物并在个我层面上加以展开。
超越中日两国的域界，从东亚视域乃至全球视域来认识日本或中国的思想文化，是构建21世纪东亚哲
学的前提，也是本书给予我们的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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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卞崇道，1942年生，江苏沭阳人。
1969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日本语科；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
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事日本哲学与文化研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东方
哲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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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统的解构第二节 现代性的萌芽——以安藤昌益与二宫尊德为例一、从安藤昌益到明治哲学
安藤昌益（1703-1762）是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具有独创性思想体系的杰出思想家。
从现存的遗稿中我们看不出昌益在幕末主要思想流派中的学派归属，可以说，他是在幕末思想文化的
大环境中独辟蹊径的思想家。
由于昌益其人和其思想一度被埋没，加之遗稿大部分散失，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昌益思想在江户时代
所起的作用。
但是，从近世至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和现存遗稿中，我们还是可以依稀辨析出昌益的足迹及其
在日本思想史上理应占有的位置。
（一）昌益面临的思想课题众所周知，江户时代（1603-1868）是日本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亦是最后一
个阶段，安藤昌益成长与活动的时期正处于江户时代中期。
自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至l703年昌益诞生，历时整整一百年，其间幕府以农业经济和处在萌芽状态的
商品经济为基础，建立了巩固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它不仅以严格的身份制牢牢地控制民众，而且以
幕藩制和参觐交代制加强对“大名”（诸侯）的控制与防范。
在士、农、工、商四个阶级里，后三者虽占人口总数的90％，但他们却在政治上任由武士阶层欺凌，
在经济上深受其盘剥，尤其是广大农民肩负年贡、杂税、夫役等各种重负，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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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就日本而言，尽管它是一个岛国，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也
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语境和话语方式，打造了独特的文化特色。
从纵向的文化史的考察中，我认为日本文化的发展走向的是“共存到融合到共生”的道路；从横向的
文化内容的考察中，我感到日本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生活文化”，即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
来理解事物，并且在个我的层面上加以展开。
东方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迎来了复苏的机遇。
东方文化传统本身所展示的仅令是深厚的根基与复苏的生长点，现时代向它提供的只不过是一种机遇
。
东方文化能否立足于其深厚的根基，找出其生长点，适时地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进行重构，以对21世
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东方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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