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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习录》载，王阳明与其弟子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阳明问他一个弟子道：“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
”弟子答道：“尝闻人是天地之心。
”阳明接着问道：“人又甚么叫作心？
”答：“只是一个灵明。
”于是，阳明说道：“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
⋯⋯”阳明此处所说的心或灵明即是指人的道德意识或认识作用。
我的灵明究竟是否是天地鬼神的主宰，是一个很复杂的哲学问题，对此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们不
拟在此讨论。
但在身与心的关系上阳明坚决主张灵明是身体的主宰。
　　当然在阳明看来，此处所说的心与灵明之间是有着细微的差别的，但我们大可不必在意这样的差
别，只需要指出心或灵明是身的主宰已然足矣。
于是阳明说道：“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发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　　细细阅读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我们即可知道，“身之主宰便是心”的思想应该
是一个普适性的至理名言。
如若不信，我们可以自己翻看西方文化关于灵与肉之间的关系的论著便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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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编了作者在北大哲学系求学与工作的心得体会，特别是对北大精神的解读，和对哲学问题的思
考。
本书基于急剧膨胀分化、迅速传播延伸的实用性知识体系和弥漫笼罩于整个社会的极具功利性的技术
文化的分析，对大学的使命、人文精神的培养、教育的终极旨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哲学的
本质、意义、目标、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梁漱溟、冯友兰、贺麟、张岱年、朱伯昆
等哲学系前辈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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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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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更详细地阐明哲学的确切含义，蔡元培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来看哲学。
一个方面是从哲学所研究的对象着眼，另一个方面是从研究哲学功能来分疏。
　　首先，我们看看蔡元培关于哲学的研究对象的看法。
《哲学总论》一文认为宇宙之间的事物林林总总，但大致而论不外物与心两类。
由于物与心全然不同，所以“不可谓物由心生，亦不可谓心由物造。
”果真如此，那么宇宙及其中的万事万物又怎么能够形成呢？
这样的追问遂使得人们不得不假设在物与心之上别有一个东西起着联系物与心，并进而形成万事万物
的存在。
蔡元培指出，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神。
物、心、神三者构成了宇宙。
对此三者的研究分别形成了理学（自然科学）、哲学与神学。
理学（自然科学）是研究物，哲学是研究心性的，而神学当然是研究神的。
理学与神学的研究范围是清晰的。
根据蔡元培的看法，哲学的研究对象虽为心性之学，但决不仅仅局限于心性而已。
凡与心性及思想相关涉的都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内。
只以心性为对象而进行研究的心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其他诸如逻辑学、社会学、纯正哲学等也在
哲学的范围之内。
　　在蔡元培看来，哲学与理学都是以阐明事物所蕴含的普遍规律为目的的。
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
那么差异在什么地方呢？
　　《哲学总论》一文接着就从哲学与理学的不同功能来考察两者的差异。
蔡元培指出：理学即自然科学是研究存在于事物中的条理而组织成有系统的学问。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理学都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学问。
我们可以看到，理学或自然科学是从知识分类的角度或从某一独特的视角来研究自然界的。
自然科学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自然科学都只不过是研究宇宙间事物的一部分，而从中发现一部分的规
则。
如生物学之考订生物的规则，而不考订天文运行的规则；天文学虽研究天文的理法，却不能知地质的
规律，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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