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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木清是现代日本著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索和理论活动涉及多领域、多层面，同时也因个人境遇和
社会动荡而多有变化；他的思想深邃、多变而难以把握，从他在世直至死后，不仅在日本思想界，即
便在东亚思想界，他也是既受关注又倍受争议的思想家。
因此，理解他的思想，研究三木哲学，难度极大，因而也极具学术价值。
迄今，我所阅读过的我国学者的三木清研究，与对其他日本哲学家的研究比较，成果相对较多，但也
仅限于论及其思想片段的论文而无专门的系统研究。
刁榴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课程时选择三木清的哲学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可以说是
极具挑战性的大胆的选择。
经过潜心研究，刁榴如期提交了论文，得到审查委员好评，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漫长的学术旅程中，完成博士课程学业只是一个起点。
近年来，刁榴边工作边继续三木哲学研究，对博士论文进行修订、补充，今天得以面世，成为我国日
本哲学研究界第一部三木哲学研究的学术专著。
该书将三木清的哲学置于昭和思想史的整体中来把握，认为三木哲学的形成、展开深受同时代的大正
教养主义的余波→马克思主义→不安的思想→法西斯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并在不同程度上与之共鸣；以
此为主线，著者对三木哲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三木哲学的特质在于其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
性。
在对三木哲学的具体分析与评论中，书中闪现出许多独到见地。
譬如，论者抓住三木哲学的核心概念——人学，认为关于人的研究是贯穿三木哲学始终的主题，指出
三木清所研究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与历史的社会的现实发生关系的人，“人”与“历史”是三木的
两大思想课题。
三木哲学中的“人”是现实的存在，其“历史”也不单是过去发生的事件，而是继承着过去同时又面
向未来的现在的历史。
三木一生所进行的就是在现实中具体地研究人学和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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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木清是近现代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出发点就是现实本身，他的众多哲学论
文就是对现实问题的哲学解答。
甚至可以说，三木的哲学是一种文化哲学，是从现实出发的实践性思考。
本书紧扣三木哲学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特质，以昭和前半期的主要思潮为主线剖析三木清的哲学的形成
和发展，以期形成对三木清哲学思想的展望性理解，真正把握他哲学思想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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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木清在大正时期( 1912-1926)度过了他的中学和大学的青春时代，并且在大正的最后几年到欧洲留学
，三木哲学的出发点是大正时期的教养主义和人本主义。
大正时期形成的教养的观念与明治启蒙时期的政治主义正好相反，是与政治变草无关的文化主义。
三木清在《读书遍历》中描述了这种教养的观念和文化主义，他写道：“（读一高的时候）正逢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大事件，但我们对政治完全不关心，或者说能够不关心。
支配我们的是‘教养’的思想。
它轻蔑政治而重视文化，具有反政治乃至非政治的倾向，是文化主义的思考方法。
“教养”即文学的、哲学的，尤其重视文学和哲学，认为科学和技术等不属于‘文化’而属于‘文明
’，故轻视之。
”三木把自己的青年时代定位为“在日本的文学和思想上对自然主义的反动或者说克服了自然主义而
出现人本主义的时代。
”他将这种人本主义归纳为五种形式：一是由阿部次郎等所代表的教养主义；二是西田天香的一灯园
运动和苍田百三的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宗教形式；三是武者小路实笃、有岛五郎等所代表的白桦派；四
是在学究之间盛行的基于新康德学派的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的文化主义，桑术严翼和左右田喜一郎是
其代表；五是倭铿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方向，三木认为西田几多郎也属于这个方向。
三木承认前乏种形式都曾对他有所影响，并声明自己是学究派同时也通过西田几多郎的影响与生命哲
学相连。
三木清就这样在大正时期的教养主义和文化主义的潮流中成长了起来，在这种以自我实现为理念的目
的论和内在论中开始了他的哲学思索。
构成大正时期思想特征的要素：例如“文化”、“价值”、“教养”、“自由”、“普遍性”、“个
性”等概念也首先成为三木清的哲学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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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木清是现代日本著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索和理论活动涉及多领域、多层面，同时也因个人境遇和社
会动荡而多有变化。
《三木清的哲学研究:以昭和思潮为线索》将三木清的哲学置于昭和思想史的整体中来把握，认为三木
哲学的形成、展开深受同时代的大正教养主义的余波→马克思主义→不安的思想→法西斯主义等思潮
的影响并在不同程度上与之共鸣，以此为主线对三木哲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三木哲学的特
质在于其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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