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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的文章是笔者最近十年间在各种机会采用不同方式撰写的哲学论文。
因此，书中相似的哲学问题、意识相互交错和重复。
这些内容也可以看做是我从事哲学研究以来的学术历程。
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以不拘泥于书中顺序，按照个人兴趣任意选读。
本书的中心话题也是以主体问题意识为中心展开的，即在西方哲学和西方思维方式支配的韩国的文化
风土中，应该如何解读东方哲学，以及东方哲学应该为消除现代社会问题提供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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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挑战　　二 亚洲价值观与儒家式资本主义的争论及其虚与实　　三 近代科学主义的膨胀以及
工具理性所招来的悲剧　　四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与儒家之“美德”伦理的遭遇　　五 对儒家式
的“有机体论”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重新评价　　六 结论：儒家伦理观在全球化时代能否成为有意义的
对策？
 　第四章 东方的“相关性思维模式”和对有机体生命的理解　　——以庄子和中医的有机体生命原
理为中心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庄子的“超人类中心主义”和有机体的生命哲学　　三 对中医学
“阴阳五行的相关性思维”和有机体生命的理解　　四 相关性思维的隐含意义：庄子超越有为的无为
的标准和自由精神　　五 结语：21世纪高科技时代东方的“相关性思维”和有机体生命观之意义　第
五章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利玛窦与明末儒士之间的对话为依据　　一 局部的生活环境范围
和不同思维方式的产生　　二 语言的差异和思维的差异——西方的形式逻辑和东方的相关性思维方式
　　三 事物存在原因的相异性——亚里士多德的外在动力因与朱熹的“理”（内在的存在原理） 　
　四 东西方道德修养的共同根据——良知、良能和道心补论　儒家式现代化问题　第一章 与西方式
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能？
 　　一 导论：多元文化应该发扬　　二 现代新儒家对“现代化”的理解　　三 宋明儒学作为“儒家
式现代化”的精神根源　　四 要讨论儒家对道德自律性的强调和“儒家式现代化”之间的相关性　　
五 结论：“儒家式现代化”能否代替“西欧式现代化”？
　第二章 东亚文化认同的过去与未来　　一 绪论：“中华”主义的没落与“东亚”意识形态　　二 
“儒家式社会”构成体的中心部与边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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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是，且不说继承儒冢传统文化的日本，亚洲其他国冢和地区（如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韩
国等）在70年代以来急剧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引起在海外活动的中国学者，开始就儒家传统同急
剧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式资本主义”等问题展
开讨论。
由此，现代新儒学的讨论正式兴起，其浪潮愈益高涨起来。
　　主导现代新儒学的学者主要是活动在美国的华裔哲学家、历史学者（杜维明、余英时等）。
他们对当时美国和西欧学界的动向有比较透彻的理解。
杜维明认识到雅思贝尔斯（K.Jaspers）于40年代所提出的关于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的新观点意义
已被人们所关注，于是，开始专门研究起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②。
雅思贝尔斯将人类文明分为以色列一希腊、印度、中国三大文明，其渊源可追朔到公元前7世纪到公
元前3世纪。
他特别把这个时代命名为人类共同文明的“轴心”时代，而认为现代世界的文明并非只局限于欧洲文
明。
它不是绝对的范本，此外还有印度、中国文明的影响，从而打开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视野。
　　余英时在他引人注目的《从价值体系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一文中指出，他是从70年
代以来引起欧美学者注意的法国启蒙主义时代历史哲学家维柯（G.B.Vico，1668-1744）与18世纪德国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T.G.Herder，1744-1803）提出的“多元文化”论受到很大的启发的。
根据他们所讲的“多元文化”论，“每一民族都有其自己的独特文化”，由于它们“绝非出于一源”
，故而“尤不能以欧洲文化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准则”。
赫尔德并且强调，“中国文化的形成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有关，其他民族如果处于中国古代的地理和气
候的环境中，则不一定会创造出中国文化”。
　　于是，70年代在欧美学术界重新提起的文化多元论，使中国的新儒家受到很大的鼓舞。
他们以此为契机，批判并克服由西方中心、西方本位文化发展史观刻画出的“现代化=西欧化”的观
点，研究别具一格的、体现儒家传统文化特点的（与“西欧式现代化”相区别的）“儒家式现代化”
的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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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今的世界已经与过去几个世纪完全不同。
虽然因特网等最新的交流通信网正以惊人的速度扩散，但是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传统的理解依然有限
，而东方知识分子也只是无条件地学习和模仿西方的学术、文化。
凶而，在与西方学者对话方面，不少东方知识分子也感到相当不足。
因此，对东西方的知识分子来说，必须在“自我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相应地理解对方的文化，并展
开对话。
而这种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的对话，其必要性比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部来得迫切。
虽然与西欧式现代化有相当的区别，“儒家式现代化”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一定会反映出多种多样的
特征。
可是，随着世界市场一体化的速度增快，随着通讯和流通手段技术的革新得到惊人的发展，儒家文化
圈和西欧文化圈几乎共处于同一个生活世界。
⋯⋯文化这个东两并不是抽象的孤立不变的凝固的结晶体，而是在具体的生活现场，通过人们不断的
相瓦接触和对话变化的“流动性现场的临时性结晶体”。
因此，儒家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的问题并非谁代替谁的“非此即彼”的问题。
——宋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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