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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儒学断代史，而非一部儒学通史。
既然是断代史，就需要对断代问题有一个说明。
历史地看，关于儒学史的历史分期有过许多探讨，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成中英、李泽厚等均有相
关论述，分别提出了“三期说”、“两期说”、“四期说”、“五期说”、“六期说”等。
不过，客观地讲，在众多的论述当中，唯有牟宗三的“儒学三期说”影响最大。
牟宗三认为，就整个儒学历史的发展来看，它表现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线相承之道，其
本质内容为仁义”①。
然而，尽管“仁义”为“一线相承之道”，但儒学在几个不同的时期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依着这种差异性，儒学的历史发展大致分为了前后三期：先秦孔、孟、荀至董仲舒为第一期，程、朱
、陆、王宋明儒学为第二期，人民国后为第三期。
牟宗三说：“今天我从历史上纵贯地把中国文化的重要观念讲一讲，即讲儒家学问三期的发展，使大
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这三期是大的分期，小的分期不讲。
（1）第一期，由春秋战国的孔子、孟子、苟子到汉董仲舒造成汉大帝国。
（2）第二期，宋明理学。
（3）第三期，现在。
”②　　牟宗三的“儒学三期说”之所以影响最大，与杜维明的理论推拓是分不开的。
杜维明曾是牟宗三的亲炙弟子，其学术思想深受牟宗三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传承了牟宗三的学术“主
脉”。
就杜维明所做的工作来看，他不仅对“儒学三期说”在世界范围内极力倡扬，而且还对“儒学三期说
”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在探讨儒学分期时，一般人大多仅从时间的意义上来理解，杜维明却将儒学的分期融进了空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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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哲学东渐开启了儒学的近代化进程，也使得中西哲学的“碰撞”成为整个中国近现代儒学史的重
要特征。
为了展现中国近现代儒学的主要内容和发展线索，本书将十九位思想家置于“儒学三期说”的历史脉
络和中西哲学“碰撞”的学术背景之下，着眼于本土化理解和“哲学地”诠解儒学的“内在诠释”理
路，不仅诠解了每一位思想家的主要儒学思想，而且透显了思想家之间在问题意识、主要观点和体系
结构方面的关联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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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男，1965年生于河北省武强县。
1983-1997年先后在河北大学哲学系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十
学位，其中20032004学年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哲学系学习。
现任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主任，河北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兼任目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现代哲学学会理事，为河北省第八届社科优秀青年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儒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著有《牟宗二哲学研究一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困境与转型一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等著
作六部；承担国家礼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利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四项，其中三项获教育部人
文社科和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并在《哲学研究》、《中固哲学史》、《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论
文四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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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20世纪20－40年代，西方文化的强劲冲击使得儒学向何处去成为了一个问题。
就当时国内的思想界来看，西方的哲学思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主义、新实在主义、生命哲学以
及以“科学万能论”为核心的科学主义等；另一类是经由苏联所传入的辩证唯物论。
这两股思潮虽有诸多不同，但它们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惊人地一致：认为要在中国传播其思想，
就必须扫除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障碍”。
在种种内因外缘的共同作用下，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一运动的主题是“科学”与“民主”，而实现这两个主题的前提则是“打倒孔家店”，彻底颠覆以
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面对这两类哲学思潮的共同冲击，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一批学者以复兴传统儒学为目标，
以兼容西方哲学为助援，在儒学之概念和义理方面进行了诸多理论创制。
由于其理论创制的相通性，这些学者被后人称为一个学派——“现代新儒家”。
“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包括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四人，其中，前三人被称为新
儒家的“现代三圣”。
稍晚一些的代表人物还有冯友兰、贺麟、钱穆等。
　　“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称为“现代新儒学”，它是新儒家应对时代问题时的理论展开，因此也即
是指“现代”这一时间概念意义上的儒学。
尽管“现代新儒家”的内部存在不同的学术主张，以至于有些人并不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家”或自认
为不是“现代新儒家”，但历史的机缘使他们共同担负起了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
历时性地看，历史上的儒家学派是就儒学内部之不同主张而言说的。
如，孑L子死后，儒家一分为八。
之后，又有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别。
到了宋明时代，儒学出现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两大派别的分立。
然而，“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则主要是就儒学与外来思潮的冲突与互动而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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