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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文化与自我》对中国和西方思想语境中的“自我”概念作了深入的理论梳理和比较分析。
全书分四篇：第一篇《“本质”的深层含义》，探讨了“本质”的双重含义，即以普遍性为本质和以
个体性为本质，分析了这一转化过程，重点阐释了黑格尔“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
第二篇《自我的主体性与个体性》，深入阐述了自我的自由本质、创造性和自我的个体性，对中国与
西方不同的个体性自我显现的历程作了比较分析。
第三篇《中西美学思想与自我》，探讨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自我和西方美学思想中的自我，特别
结合西方现代画派、后现代艺术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相通和不同之处作了比较分析。
第四篇《“东方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系统而精要地梳理了中华思想文化史上自我的觉醒过程。
全书援引思想资料丰富，并富有创见，是一部学术分量较高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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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篇“本质”的深层含义
 第一章 “本质”的双重含义：从普遍性到个体性
 一、从柏拉图的以普遍性为本质到黑格尔的以个体性为本质
 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与人文科学的客观性
 三、从自然到人文是一个由以普遍性为本质到以个体性为本质的转化过程
 第二章 黑格尔的“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含义：事物的深层本质在于自我的“主体性”与“个体
性”
一、现象学口号“面向事情本身”源于黑格尔的“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哲学的事情就是主体性”
 三、事物深层本质的显现是一个由外在的自在之物转化为主体意识中为我之物的过程
 四、事物的深层本质在于“具体的个体性”
第二篇 自我的主体性与个体性
 第三章 自我的自由本质和创造性
 一、西方哲学中的几种自我观
 二、柏格森：在意识流的“绵延”中领悟自我的自由本质和创造性
 三、“表层的自我”与“深层的自我”
 四、只有审美的自我才是真正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
 第四章 自我的个体性
 一、自我的个体性与社会性
 二、个体性的伸张
 三、“个体性原则”在于尊重他人的“个体性”
 四、让“个体性”从“社会性”中脱颖而出
 五、个性追求在于深入社会性中之人仍能保持赤子之心
 第五章 我们一自我一他人
 一、西方传统文化：从“我们”优先到“自我”优先
 二、西方现当代文化中由“自我”优先到“他人”优先的转折
 三、“他人”优先反对“自我”优先
 四、尊重他人的“自我”才有真正的和谐
 第六章 个体性自我显现的历程：中国与西方
 一、西方的“个体性自我”发展至近代初期已完全脱颖而出
 二、中国人的“个体性自我”显现的历程是长期湮没于封建社会群体之中而力求自拔的历史
 三、中华文化思想发展的未来还需要再一次的“个体性自我”解放
第三篇 中西美学思想与自我
第四篇 “东方睡狮”自我觉醒的历程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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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自然之物到人文之物，其中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首先，所谓离开人而独立自存的“物自身”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在现实的历史中，完全没有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之物已越来越少，人的生活世界中的任何一物
都有人的因素。
对于物也好，人也好，我们都既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对待和把握，也可以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对
待和把握。
人是自然之物，也是人文之物，人生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统一整体。
但人之为人，其主导方面在于其超越自然物的方面。
狄尔泰断言，就人是自然物的一部分而言，他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然科学来说明，所以“精神科学”
对于“自然科学”具有依赖性；但人生并非完全由自然决定，自然科学所说明的只是人的自然方面的
因果关系，而人的精神方面，人的目的性、价值意义，则不能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来说明。
这就是说，人文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依赖性只是相对的，换言之，人文科学对于自然科学具有一定的
独立性，狄尔泰称这种独立性为“相对的独立性”。
“人的行为是以自然科学无法加以解释的某种目的性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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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文化与自我》：西方文字，“我”字大写，中国人则爱自称“鄙人”。
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洪流中，我们中国人也该改变一下老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堂堂正正地写上一个大
写的“我”字，做一个大写的人。
总结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我们的“中华精神现象学”，可以说是一部“自我”不
断渴和力图从封建社会群体和自然整体（原始的“天人合一”）的湮没中挣扎而出、成为有独立自主
性的自我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似乎还未结束。
我以为，“东方睡狮”之彻底觉醒，中华文化之光辉未来，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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