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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3年3月，我创办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简称JCP或JOCP）第一期
在欧洲的荷兰正式出版了。
这是我经过两年的筹划出版的一份正式学术刊物，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哲学在国际上的发展。
这是我倡导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思想的一个根本性实现。
我从1964年起在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负责发展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
那时，西方哲学学者对中国哲学完全没有概念，甚至否认有中国哲学。
美国重点大学把中国人的思想研究归到历史课程或亚洲研究课程，欧洲则放在汉学研究所。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粗糙而错误的见解，是对中国人探索宇宙本体、生命真实与道德价值传统的一种
漠视与轻蔑。
我理解的“哲学”正是对宇宙本体存在、人类生命真实以及审美与道德价值的体认与反思，它通过理
论化的语言，系统化或非系统化地陈述出来或提示出来。
希腊文“哲学”一词已有了这个含义。
苏格拉底将对此等问题的考察活动定名为“爱智之学”（philosophia），并未排除前苏格拉底
（Pre-Socratic）哲学家的各种有关真实与生命或道德的思考。
此后，哲学在欧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形成的理论更是包罗万象，但却万变离不开有
关形上本体存有、终极真实、知识真理、伦理行为、价值意识、人生目的等核心问题的关怀与讨论。
显然，这些论题也都出现在中国从古到今的议论文章与对话记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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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德与中国哲学智慧》讲述了：国际中国哲学精译系列为成中英先生主编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
的中文版。
《中国哲学季刊》创刊三十多年来，作为西方汉学家研究、交流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平台，有着非
同凡响的意义。
成中英先生着意将该刊引介到中国，同时也是将一些新的立场、视角、方法、进路等介绍给中国学者
。
本辑围绕“康德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智慧”、“中国哲学的教与学”三个主题，组织了三十多
篇文章，每篇都有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
对中国学人了解西方人的思路与观点，启发中国学人深入研究中国哲学文化的新领域具有重要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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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辑论文导读第一编 康德与儒家哲学　康德和儒学的理论联系：序言　莱布尼兹肯定的中国观　欧洲人
眼中的中国：从莱布尼兹到康德　绝对否定：康德对中国哲学的批判　从孔子到康德：信息的传承如
何可能　西方第一位实用主义者——伊曼努尔·康德　康德与孔子美学比较初探　康德的物质动力学
和物质的场域观　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转化　中国接受康德的诸方面　从《易经》的观点看世界体系
与民主　论牟宗三对海德格尔的康德诠释的质疑　作为生命之道的怀疑论：塞克斯都·恩庇里柯与庄
子　形式与内容：古希腊和中国礼仪中乐与舞的角色第二编 中国哲学智慧　序什么是智慧？
　导言智慧的比较研究　《易经》哲学：对作为生活智慧的太极和道的洞察　“义”：孔子《论语》
中的实践智慧　下学而上达：关于智慧的一个儒家论说　《庄子》中的哲学与哲学论辩：应对多元化
　何谓解脱之相？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认识中观哲学的“智慧”观　　阳明良知说辩难　我们能获得智慧吗？
——湿婆哲学里的不二论　“智慧即愚拙”：对一个保罗悖论的比较文化反思　伊斯兰教中的智慧之
领纳与获取第三编 中国哲学的教与学　序中国哲学的教与学　认识自我与认识“他者”：《易经》认
识和探索的价值　道德主体与世界的整体性：理学对“俗学”的批判　多闻无功论：《楞严经》中佛
教的知与学　《论语》“好学”之探　有教无类？
——对人道主义教育理想的道家式批判　庄子、苟子及教育的悖论性质　关系性自我的概念及其在教
育方面的含义　全球与宇宙语境中的儒家为道德而教育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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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差异性，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康德在他对认识客体的认识论反思的文章中坚持认为没有对物自体的理智直观，这是正确的。
但是儒家坚持认为我们生活的目的是寻找对终极目的的理解，也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也是
正确的。
在这里，就像性和理那样，命正好是物自体，这一点在宋明新儒学的庞大体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详尽
说明。
在此，挑战性的问题是：“穷”和“尽”和“至”是否能大致被解释为一种理智直观。
牟宗三通过热忱的努力来反驳康德以表明：儒家有关于物自体的理智直观，因此儒学把人放到在西方
神学和形而上学传统中上帝的这个位置上。
这是因为牟宗三把人的心灵设想为好比上帝似的无限心灵。
但这是一个在错误框架中的误解。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一个上帝所拥有的那种假想的无限心灵，但是我们的物理界限并不能阻挡
我们拥有关于实体的持续的自我超越的经验，这种经验并不受有限心灵的限制。
心灵确实有关于无限的视野，并且能不受限制地把它用于从事自我超越的创造性过程。
这是一种不同的设想人类心灵的方式，这种方式表明在人类起源、人类意向性和人类行为上有限性和
无限创造性的统一，这需要一种新的本体论和本体解释学的思考框架。
从本体诠释学来说，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框架的转换和重新解释的宇宙本体论范例更恰当。
但是牟宗三确实有这种解释学的或本体诠释学的意识，并且做出了注定是要引发不必要的但却是很热
烈的争论的论断，这种争论遣责它误解了被海德格尔和其他西方形而上学家所经验的人的形象——一
个有限的存在者——并与其相矛盾。
根据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对作为物自体的终极的概念不必是某种直观经验，而是基于对被
我称为超融的反思的结果。
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一个人能发展和体现一种观念和感觉的自我包容感，这将会证明我们对价值的
信仰并且引导我们的行为。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待理智直观，那么，我们也许看到我们能制作和拥有理智直观，它不需要客
体的概念化而只是需要态度和心理的形式，它能在一个创造性变化和精神的发展的开放世界中丰富个
人。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没有那种必须指向超验客体的理智直观，即使我们可以避免概
念公式上的矛盾，或者把它和关于实体的科学知识联系起来。
这是两种需要分开讨论的论题，但是，可以被认为与人类存在——作为在发展中的动态的整体经验—
—的序列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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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康德与中国哲学智慧》围绕“康德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智慧”、“中国哲学的教与学”三个
主题，组织了三十多篇文章，每篇都有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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