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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千禧年之际，我曾有出版两套丛书的计划，一套是介绍当前国际上关于诠释学研究的优秀著作，另一
套是我国国人有关诠释学解释的论著。
后一套丛书曾以“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名称由上海译文出版社自2001年出版，现已出版了8本。
前一套丛书由于翻译和版权诸问题，直至今日才得以由商务印书馆问世。
诠释学作为一门西方显学，虽然早在1963年我国《哲学译丛》第9期已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
学者0.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
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为伽达默尔），此后，在70年代，也有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中提
到过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但其真正为中国学者自己加以研究，则晚在20世纪80年代。
不过，尽管时间并不太长，然而由于其生命力之旺盛，却在短时间内得到长足的发展。
究其原因，可能是诠释学本身构成中西方哲学沟通的一个通道。
我国哲学传统是经学和经典注释，西方诠释学本来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因而很快就在我国
固有的经典诠释传统里找到了它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以致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结合在我
国形成一个学术浪潮。
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希望借西方诠释学的方法来开展对中国思想史的新研究，而许多西方诠释学研
究者则想借中国经典诠释的漫长传统和经验而得以发展诠释学基本理论。
但是在这种相互补充的学术进展中也出现了问题：西方诠释学概念是否就是指中国经典诠释中的诠释
？
显然西方诠释学在其早期，即施莱尔马赫及其以前时期，乃是一种如何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的技艺学
，但当诠释学发展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时期，西方诠释学已从早期的方法论转向本体论，按照伽达
默尔的观点，诠释学应是一种哲学，而不只是方法，这样一种观点与我国经学所强调的经典诠释方法
，是否完全合符若节，似乎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甚至有人还提出中国诠释学这一提法是否合理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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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诠释学》集刊将主要登载西方诠释学研究、中国诠释学传统研究（经典注疏传统、解经学传统
、专题与专书及专科文献学、中国诠释学哲学）、诠释方法和诠释理论等方面的学理性论文，以及从
思想史的角度，对上述学说、传统演进发展所作的回溯省思的文章，同时也旁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
集刊主题相关的文章（如法学诠释学与中国律学传统研究、历史诠释学、文学诠释学等），它将以自
己古朴厚重的学术追求，促进中国学术界对诠释学问题的关怀与理解。
     本书为《中国诠释学》第7辑，包括诠释学总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经典诠释与中国解释理论、
西方诠释学、诠释与文化建构、诠释学与中国、书评七辑。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诠释学（第7辑）>>

书籍目录

诠释学总论　保罗&#8226;利科／文  洪汉鼎／译诠释学的间距化功能　保罗&#8226;利科／文  洪汉鼎／
译文本是什么？
　  ——说明（Explanation）和理解（Understanding）　杰克&#8226;门德尔松／文  铁省林  李蠢／译哈
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伽达默尔的诠释学　张能为  伽达默尔与当代社会技术化、信息化问题　李清
良  伽达默尔自相矛盾吗？
　  ——“视域融合”说辨析兼论阐释学辩证法的立足点　周建漳  试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本体论观念
及其意义　黄小洲  论罗蒂对伽达默尔教化思想的误读 经典诠释与中国解释理论　叶锦明  论老子“自
然”观念的诠释问题　陈坚  从“表法”到“心法”与从“表法”到“尘法”　   ——慧能号法藏不同
的诠释学路径及其与宋明理学的关联　谭洁  论恢虚大师的佛典诠释艺术　王小婷  重源慎流　   ——
从戴震对《诗经&#8226;国风》的研究浅析其训诂学的主要倾向　王慧茹  焦循“论语学”的经典诠释
　卫春回  简论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学人对孙中山学说的诠释西方诠释学　周梧乔  诠释与当代
分析哲学（一）　陈治国  作为方法的解构　  ——“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之解构”导论（二）　赵东
明  存在论诠释学视域中的主体问题　  ——兼论巴迪欧对存在论诠释学及主体诠释学的挑战　黄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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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治国  2008：诠释学与中国　洪汉鼎  《诠释学译丛》序书评　黄小洲  细节的积累，铸就学术的辉
煌　  ——何卫平教授新作《解释学之维》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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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并不是有没有网络社会以及去分割开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是要通过网络社会去思考人
类现代新行为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和极有可能带来的严重危险。
这种危险就是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由于虚拟化、交互性与开放性所引出的一种关于人类实践方式的一体
化、绝对化理解，因为这种理解和生存方式必然妨碍着人们的理性反思，影响着人们对自己生活目的
与价值的思考，也制约着人类自己的未来实践理性规划。
因此，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在充分肯定信息化作用的同时，也对它有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实践生
活的灾难做了预警。
那就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网络如同电视及其他媒介一样，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自由，人们在
数字化的虚拟空间里能够尽情遨游，颇有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之感。
但实际上，这种生存方式拉近的是人们的间接的交往，拉远的却是现实的人们直接的距离，对于人的
实际生活来说，这种生存方式有其有害的一面，会导致人们对现实的对话、交流，现实的人类事务的
冷漠，会有害于人类的现实的道德行为、政治行为，从根本上说，有害于人的存在行为。
同时，网络生活如同电视等媒介一样，会形成人对网络的依赖，从而造成现实的人的极端分离以及对
话的结束，造成人类自由意识的丧失。
人们在网络生活中最大的危害是，极为严重地失去了对人类实践生活的理性反思，丧失了自身的实践
理性的判断，从而把自己行为的选择权与决定权，从而把人类存在与社会发展的根据与命运都交给了
技术化的网络本身。
现代社会技术对生活的统治最主要地就表现为网络对人的控制，人在网络中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失去
了应有的理性反思力量。
由此看来，人类现代文明信息化危害的最大危险就来自于网络生活。
固然，人类需要网络，但人们对于自己有可能失落于网络之中的危险则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正是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又为我们从对网络的狂热性钟情中摆脱出来，为正确而批判地看
待网络的意义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维维度；也为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估现代社会知识化、信息化、全
球化问题奠定了一种“不同凡响”的理论基础。
当然，伽达默尔的“不同于众”的声音并不是真要去完全否定现代社会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发
展潮流，相反，他是要从这种现实存在的潮流中去指出技术对于人类生活全面统治的巨大危险和灾难
，要从根本上通过其实践哲学把现代社会的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问题纳入人对自身的实践活动的
理性反思中来，进而重新为现代社会人类的存在与生活奠定坚实的实践哲学基础。
因此，伽达默尔并不是要“反信息化、反全球化”，而是要反“信息化、全球化”中的人的生活的技
术化、绝对化。
因为社会全球化所带来的是信息网络化、科技全球化，分工体系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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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诠释学(第7辑)》是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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