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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
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
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
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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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鹏，安徽当涂人，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现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出版专著《执有与空无》、《实在论在中国》(合著)，在《哲学
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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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梁漱溟：现代新儒学的发端　　梁漱溟（1893--1988），生于北京一个典型的书宦之家
。
少年时喜欢政事，曾著印《社会主义粹言》，初对人生问题烦闷，倾心出世，寻求佛法；后又兴起社
会热情，关注儒学。
1916年发表《究元决疑论》，初步显示了他的佛学立场。
1918年去北大教书，著有《印度哲学概论》。
1920年在山东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衡论中西文化，力
倡孔家生活的意义，标志着现代新儒学的开端。
1928年后开始乡村建设工作和研究，其间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
》、《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
1949年出版《中国文化要义》，进一步谋求中。
国文化问题的解决。
1984年《人心与人生》的出版，断断续续思考了数十年的儒家心理学著作得以完整面世。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文化历史哲学，阐明了中、西、印三家文
化的特质和地位，并在这一理论构架中，明确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地位和意义。
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开拓性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重提儒家文化的“根源性”价
值，更在于它不再仅仅依据本位化的情感和愿望或是空泛的“国性”、“种性”教条，而是基于一种
严肃的理性思考，在提出一种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基础之上，来确定孔家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这是试图在“理性的”层面上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儒“学”的建立。
梁漱溟当之无愧是现代新儒学的发端者。
　　梁漱溟无意做一个现代教育体制下的专家学者，而要做一个传统型的知行合一的儒者。
他一生中的许多精力都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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