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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哲学思想是从生活与文化中提炼出来的，但它却又能影响生活与文化。
同理，历史赋予了哲学一些时代的特性，但哲学也赋予了历史一些价值的含义。
因而时间的过程与理论的线索对理解一个哲学思想家是同等的重要。
要表达两者更是要诉之于实际的文字。
就此言之，一个哲学思考者的文字著述同时显示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历史性与理论性。

　　中国思维中的道的“有无相生”与易的“无极而太极”“一阴一阳谓之道”的眼光也自然显示了
一种深度和谐化的辩证智慧。
在一个极不和谐的时代里极力想创造出一些和谐，也想在诸多价值的概念中深入到和谐的核心来掌握
创造的真理，以使创造和谐成为可能。
和谐是形上学，真理是诠释学，正义是道德学，而美感则是包含和谐、真理及正义的价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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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中英，国际知名华裔哲学家、管理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
教授。
成中英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划时代的巨大贡
献。
成氏是享誉中外的英文《中同哲学季刊》(1973)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1974)、国际易经
学会(1985)、国际儒学联合会(1993)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与首倡者。
近十年来历任同内与欧美著名大学哲学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包括台湾大学、北京大学、耶鲁大学、
柏林大学、牛津大学等。

　　成氏在全球积极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开
创了当代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蹊径，促进了中西哲学的深入交流。
成氏对中国易学哲学与儒家哲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其他研究领域如中西语青哲学、本体学、本体诠释学、整体伦理学以及康德研究也多有建树。

　　成氏是当代中国管理哲学学科的开创者，其所著《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倡导动态和谐辩证
管理，为综合创新中国管理哲学的奠基之作。
成氏治学思路：深入西方哲学核心，弘扬中国哲学精华，中西兼治，古今互诠，重视方法，肯定本体
，建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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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古典儒学与宋明儒学
第四章　文化民主与社会正义
第五章　东西比较与本体诠释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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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除了逻辑化演进外，其中还包含了道德意义和人生价值、文化创造的意义。
由于易卜显示了价值观念和逻辑思维的发生过程，对占卜的了解，当然也是对哲学的原始意义及其发
生过程的了解。
占卜的符号化形式就是卦象及卦象系统的建立。
由于易卦在其最初起源上与占卜活动有关，是占卜运演的程式化、规范化、图式化、模式化的结果，
因此对易卦符号的了解是很基本而原始的。
对这种符号化的了解（与作普遍性定义上的了解是不同的：一为还原，一为诠释）就成了对卦的构成
原理的了解。
从而了解到卦的意义是在怎样的条件规定下和在怎样的一种经验基础上确定的。
这样看来，《易经》的整个卦象体系有其相对应的占卜运演的逻辑系统。
正因如此，后来的易学家们才能从这一系统中推导出一些更周密、更繁复的数理模式。
卦辞系统是依据六十四卦的卦象系统建立起来的。
与六十四卦相比，八卦系统则是较纯粹的符号图式。
因为八卦都没有卦辞。
从占卜来看，占卜的意义阐释基本上是以六十四卦为对象的。
问题在于，六十四卦的卦辞是否表达了卦的原始意义，卦的本体意义（它的基本的意义及其规定性）
是怎么来的？
卦名是否可以看作是卦的概念表达，还是一种意义定位，再为每一个爻的意义定位，从而有了卦辞和
爻辞。
而卦爻辞的“范式”和“范例”的确定及其系统化，其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了解、归纳、分类的过程
。
这一过程的基础就是日益丰富而自觉的人类的外在经验和内心体验。
这一精神演进过程，若从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可说是主观的个人或作为历史意识日渐觉醒的主体认
识宇宙，认识自我的主、客互动的一种文化成果，也就是用价值规范知识，用知识理解价值而使之结
构化、范畴化的结果。
易卦的意义结构是双重性的，这就是知识与价值的互动互释，客观的宇宙在主观的心灵中对象化（分
类）、范畴化、律则化、图式化，就形成了人们对世界的种种知识。
而在人的主观心目中，与世界遭遇所感受到满足不满足的种种心态则成为一套价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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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造和谐》：宇宙中有些基本问题也是人生中的基本问题，其中之最大者是有无问题与因果问题。
生命因何而起，人的修持究竟能否把人带到圣智之境？
这都是因果问题。
生命的本质是有是无，何为有，何为无，这都是有无问题。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涉及到生命的价值与生命内涵的持续的创新问题。
它们也构成了思索人类处境与个人存在的意义的隐密边界与其解说的终极背景。
事实上，人之所以为人，正是人能思考这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也能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深度的理
解。
也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深度理解，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信仰与生活态度，也导致了不同的文化景观与生活
方式。
世界是这些不同的信仰与景观形成的。
人类必须要在这些不同的信仰与景观之上建立一个共同或共通的沟通层面，透过这个层面不但可以和
谐共处，而且能够相互滋养、相互丰富，甚至相互转化、相互导引，开辟出新的生活景观、新的生活
方式或新的表达生活价值的方式。
但建立一个完全一致而又普遍共通的沟通层面并非易事，其困难在于一方面要保持共通的语言与所指
，而另方面又不能把一切生活的体验化约为此一层面或其某一先入为主的观点之上。
这里也见出我说的和谐的创造或创造和谐的深度意义，因而和谐的创造最终必须假借对人生与宇宙问
题的深度思考与再思考，不但使个别的差别明显出来，也使差别的彼此更能欣赏与郑重彼此的差别，
再进而产生一种融合差别的崇高意志：无论融合或郑重都是创造和谐的开始。
故而崇高的融合的意志来自于对根源的思考，而和谐的创造则决定于崇高的融合的意志。
真理指的是基于差别的大度包含，是力求整合的创造过程。
真理是和谐的创造。
最大的真理是最大的和谐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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