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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青年哲学家文库·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所收文字
，基本上反映了目前作者从“哲学”和“哲学史”这一取径对于儒家传统的研究。
本书所选的文字，涵盖先秦、宋明和当代三个阶段，而尤以宋明和当代两个阶段为重。
如果说本书题目“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中“诠释与思辨”意在显示本书“哲学史”和“哲学”的
取径，那么，本书副标题“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则正是要说明本书对于儒家传统
的考察涵盖了“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以及“现代新儒学”这三个历史阶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

作者简介

彭国翔，1969年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
南京大学法学学士(1992)、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98)、北京大学哲学博士(2001)。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1—2003)、副研究员(2003—2004)。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中国研究中心客座教授(2003—2004)、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
员(2004)。
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哲学史》副主编、中华孔子学会副
秘书长等。
著有《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台北：学生书局，2003；北京：三联书店
，2005)，学术论文60余篇，译著5部，译文10余篇。
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及中西哲学与宗教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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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部分  先秦儒学  第一章  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以《论语·乡党》篇为例的考察    一、
引言    二、礼仪实践与日常生活的一体性    三、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    四、“时”：礼仪实践的
境遇性原则    五、结语  第二章  儒家的万物一体观——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释义    一、引言    二、
“我”、“物”与“备”解    三、“反身而诚”与“强恕而行”释    四、结语  第三章  从出土文献看
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连贯——郭店与上博儒家文献的启示    一、引言    二、论性    三、说情    四、解
无    五、结语第二部分  宋明理学  第一章  儒家宗教性人文主义的特质——以《西铭》为中心的考察    
一、引言    二、民胞物与：自我、他人与自然    三、乾父坤母：自我与天地    四、宗教性人文主义：
儒家人文主义的特质    五、结语  第二章  身心修炼——朱子读书法的宗教学意涵    一、引言    二、经典
诠释的重要性    三、作为身心修炼的经典诠释    四、朱子经典诠释中关于身心修炼的话语    五、朱子
读书法与基督教圣言诵读的比较    六、结语  第三章  本体与工夫——郑霞谷与王龙溪合论    一、引言    
二、现成良知与一元论的体用观    三、无善无恶与良知本体的有无二重性    四、立体的工夫论    五、
去执的工夫    六、结语  第四章  王龙溪的四无论    一、引言    二、四无论的提出    三、“四无”的概念
解析    四、存有论意义上的四无：万物一体的存有系列    五、境界论意义上的四无：天德流行的圆善
之境    六、四无论的定位  第五章  中晚明的现成良知之辨    一、引言    二、王阳明思想中“见在良知”
的蕴涵    三、王龙溪对“见在良知”观念的阐发    四、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刘狮泉围绕“现成
良知”的论辩    五、晚明现成良知之辨的演化及其趋向    六、结论  第六章  中晚明阳明学的知识之辨    
一、引言    二、王龙溪的良知与知识之辨    三、阳明学内部对于良知与知识的辨别    四、中晚明朱子
学者对阳明学知识之辨的批判    五、中晚明阳明学知识之辨的意义第三部分  现代新儒学  第一章  唐君
毅论宗教精神    一、引言    二、为什么要肯定宗教精神    三、什么是真正的宗教精神    四、宗教精神与
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关系    五、世界各大宗教传统宗教精神的比较    六、中国宗教尤其儒家宗教精神
的特质    七、建立新的宗教精神    八、一些问题的观察和分析  第二章  唐君毅与印度哲学    一、引言    
二、唐君毅透过哪些文献了解印度哲学    三、唐君毅讨论了印度哲学的哪些内容    四、唐君毅是如何
讨论印度哲学的    五、唐君毅的印度哲学研究及其方法的意义  第三章  牟宗三论“自由”与“自由主
义”    一、引言    二、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中国传统的自由观与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观    三、道德
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四、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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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笔者看来，对朱子来说，读书或儒家经典的诠释，固然包含丰富的反省人类理解现象的“诠释
学”活动，但同时，它更是一种通达圣人境界的身心修炼工夫，具有强烈的宗教学意涵。
对于这一看法的论证，本文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笔者指出，读书在朱子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就朱子而言，读书首先意味着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的精思熟读，而不是对一般书册的泛观博览。
在这个意义上，“读书”就意味着儒家经典的诠释。
并且，朱子所提倡的一系列工夫实践，如“居敬”、“穷理”、“格物”等，几乎无不需要通过读书
来具体落实。
其次，笔者指出，在朱子看来，读书或经典诠释活动本身即一种身心修炼的工夫。
对朱子来说，虽然儒家的经典不是认知的对象，而是我们要全身心领会的圣人之言的记载；读书本身
也不是目的，而是要变化气质并最终成就圣贤人格。
但同时，读书本身却又是变化气质并成就圣贤人格的必由之路。
换言之，朱子将经典诠释活动本身作为身心修炼的工夫，将经典诠释作为与圣人之心心心相印的实践
法门。
作为身心修炼的经典诠释活动既有迁善改过之功，又具有身心治疗的意义和效果。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读书在朱子那里不仅具有一套认识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意义，更具有一种价值
实践的宗教学意涵。
再次，笔者将说明，在其对于不同儒家经典的具体诠释中，甚至在其更为广义的诠释活动包括品评人
物、辨别儒释、讨论儒家传统中的重要观念甚至教导门人中，朱子自己是如何贯彻读书作为一种身心
修炼这一意识的。
最后，笔者将通过对比朱子读书法和基督教传统中所谓“圣言诵读法”的同异，来进一步说明在朱子
那里作为一种身心修炼实践的经典诠释活动所具有的宗教学意涵。
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将指出朱子将经典诠释活动作为一种身心修炼工夫所蕴涵的儒家宗教性的独特所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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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由彭国翔著，本书所收文字，
基本上反映了目前作者从“哲学”和“哲学史”这一取径对于儒家传统的研究。
本书所选的文字，涵盖先秦、宋明和当代三个阶段，而尤以宋明和当代两个阶段为重。
如果说本书题目“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中“诠释与思辨”意在显示本书“哲学史”和“哲学”的
取径，那么，本书副标题“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则正是要说明本书对于儒家传统
的考察涵盖了“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以及“现代新儒学”这三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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