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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领域里有一条“道”。
它由来已久，无不贯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路，构成中化民族精神的脉络。
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有二，亦是这“道”之精髓。
以“人”为本——中国哲学有特的人文历史传统，在总体上呈现无神论倾向。
它以治人为本，以治物为末，以道德为本、以智慧为末，以前人为本、以后人为末，以敬人为本、以
敬神为末。
    以“和”为本——中国哲学强调综合思维，总结“共生”规律，实质是一种和谐之“道”它的方法
论是辩证法，其核心是阴阳之道，即矛盾均衡理论。
　　另外，中国哲学在表述上遵循非逻辑化特征，具有诗化特色和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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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middot;魏晋：玄学运动与道家的复兴魏晋时期，玄学兴起。
这实际是一次道家复兴运动。
但此时儒学的宗主地位已然确立，所以玄学运动不是对先秦道家哲学的简单重复，换个角度也可以说
，它是一次全面更新儒学的运动。
　  玄学运动起始于&ldquo;才性&rdquo;讨论。
这与三国时期人才问题的突出有关，也与历史发展对人性理论的新需求有关。
&ldquo;才性论&rdquo;是人性论的延伸，是对当时社会的人才观和政绩观的总结与提升。
后来，清谈围绕本末、体用、有无、言意等关系展开，内容越来越&ldquo;玄&rdquo;，但始终不脱离
中国哲学的&ldquo;人本化&mdash;&mdash;伦理化&mdash;&mdash;政治化&rdquo;的根本学术立场。
玄学争辩的最终焦点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际就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
这对中国古代以群体为本位的人本哲学是一次有力的开拓。
　  玄学清算了两汉经学的神秘化色彩，拨正了中国哲学以&ldquo;人&rdquo;为中心（而不是以&ldquo;
神&rdquo;为中心）的固有航向，在提升中国古代人本哲学思辨水准的同时指导了当时文学艺术的全面
觉醒。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魏晋玄学都是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环节。
　  &middot;南北朝隋唐：外来佛学的高涨佛学是外来宗教哲学，大约于汉末入华，在魏晋南北朝期间
，屡与经学、玄学论战和交融，至隋唐时期完成了&ldquo;中国化&rdquo;过程。
中国佛学与原佛学（印度佛学）相比，最显著特色是糅进了儒家与道家哲学的思路，充分吸收了中国
哲学的人本精神，完全转到了&ldquo;人世求解脱&rdquo;的思维轨道。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后一直走下坡路，这不合乎历史实际。
事实上，魏晋时期哲思之活跃、艺术之繁盛、社会风气之开放，都不能用西方中世纪的&ldquo;冬
眠&rdquo;来附会和强解。
而佛学的入华，更使魏晋哲学讨论超出传统百家争鸣水平。
佛学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哲学的思路，赋予哲学讨论以国际化视野，带有某种&ldquo;文明对
话&rdquo;、&ldquo;文明融合&rdquo;的性质。
　  中国哲学原本重视&ldquo;人性&rdquo;讨论，佛学则引进&ldquo;佛性&rdquo;思辨（其关于人人皆
有佛性的理论在无形中提升了孟子的学术地位）。
中国本土哲学崇尚道德理性，佛学则崇尚&ldquo;般若&rdquo;智慧，它通过对万物皆&ldquo;空&rdquo;
的领悟来强化人们的心性修养，这对中国哲学更是有力的支持和补充。
佛学&ldquo;缘起&rdquo;论强化并提升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精神，而其解构实体的玄思，则促使中
国哲学从更高层次思考并重视&ldquo;实&rdquo;的问题。
佛学的&ldquo;心性理论&rdquo;，为宋明理学（&ldquo;性理之学&rdquo;）的出场，直接提供了思辨前
提和理论基础。
　  玄奘引进并开立的慈恩宗（法相宗、唯识宗）是一种十分精妙的哲学体系，但三传而绝，迟至一
千年后，才在近代哲学家王夫之、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等的著作中得到认真回应。
这说明佛学的中国化在唐宋以后仍在持续，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何等漫长曲折。
　  &middot;宋明：理学运动的综合外来佛学的高涨引发了本土儒学的复兴，由此掀起理学运动。
理学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吸收佛老哲学成果，把儒学提升到崭新的历史高度。
理学之&ldquo;理&rdquo;还渗透着法家的冷峻气质（清代戴震甚至认为理与法同理），因此是中国古
典哲学的最高综合形式。
　  宋明哲学家们力图将自然界全面纳入人本哲学体系，出现了关心自然科学的倾向（这是朱子与孔
子的一个重大差异）。
然而中国哲学的&ldquo;人学&rdquo;原则业已根深蒂固，无法易移，所以中国哲人全面关心自然科学
的结果，竟是把人伦原则大规模投射于自然科学领域。
这一方面使整观和谐的合理精神得到扩伸，另一方面也使日益不合理的封建纲常取得了&ldquo;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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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rdquo;和绝对不变的理论形态。
所以中国哲学固有的优势与不足至理学运动而显露无遗。
　  理学运动中的&ldquo;心学&rdquo;派别认为，&ldquo;心外无理&rdquo;、&ldquo;心外无事&rdquo;
、&ldquo;心外无物&rdquo;，把中国哲学的内向化思维推向极致，同时也蕴含着&ldquo;自作主
宰&rdquo;及张扬个性的反传统倾向。
心学集大成者明代王阳明的学说，在明末清初传播到日本，发展成为明治维新前后的重要学派。
中国哲学关于&ldquo;人&mdash;&mdash;心&mdash;&mdash;性&mdash;&mdash;天&rdquo;的哲学路线，
至此全面定型。
　  理学运动的历史涵盖面极广。
它前后持续八百余年。
直至辛亥革命后，才真正结束，但仅仅几年后&ldquo;新理学&rdquo;就出现了。
直到今天，&ldquo;新理学&rdquo;（&ldquo;新儒学&rdquo;）的思绪仍在四海飘荡。
理学运动的深远历史影响由此可知。
&middot;明清启蒙思想及回归汉学的运动明清时期商业兴盛，关于人性论的讨论出现重视个性、正视
人欲、关注个人自由等倾向。
在明亡之际的政治夹缝时代，产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启蒙思想。
黄宗羲系统反思帝国制度，王夫之则全面阐发被冷落了六百年的张载&ldquo;气论&rdquo;，又将易学
辩证精神加以充分梳理。
他们推动中国哲学依照自身逻辑走到了近代门槛前。
当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哲学仍在理学运动的大范围内，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没有也不可能
酝酿成社会政治浪潮。
清朝建立不久，它那新思维的火花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悄然消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不断由北方统一南方的总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一个崛起于中国大陆深处的、封闭落后的军事集团用武力统治了中原，顿时造成中原文化的大滑坡。
执政者按照自己的水准重新开始哲学建设，经学运动不得不走回头路。
这样就形成清代那场回到汉朝去的&ldquo;新汉学&rdquo;运动。
&ldquo;新汉学&rdquo;也称&ldquo;朴学&rdquo;，实际只是考据学，它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新的哲学思路
。
　  所以中国的哲学思维到了清代中叶（鸦片战争以前）不再有实质性发展，基本趋于停滞。
当然，考据也是文化，清代&ldquo;考据热&rdquo;在客观上也是一种保存、整理、弘扬传统文化的热
潮，也是&ldquo;郁郁乎文哉&rdquo;的大功业，乾嘉以来的学术大师们还钩沉出许多已近失传的诸子
学说，为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其缜密学风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自然科学也
产生了积极影响。
弊固不可掩，功亦不可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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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的核心是哲学。
中国哲学数千年思索的结晶&mdash;&mdash;［人］与［和］&mdash;&mdash;是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
也是国学复兴乃至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根本。
只有走出西学框架，才能把握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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