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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斗转星移，转瞬间，一代儒学宗师牟宗三先生辞世已经13年了，明年是牟先生的百年诞辰。
　　作为现代新儒家之重镇，牟宗三的学术贡献是公认的，而在诸多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中，他的学术
建树最为世人所瞩目。
他被誉为当代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被尊为一代儒学宗师。
他的哲学不是对中国哲学的局部问题所做的取巧的随想式的解答，而是对中国哲学乃至人类哲学整体
的严肃思考。
他的哲学既是理论的，又是践履的，在理论思辨中体现儒家践履的精神；他的哲学既是现实的，又是
超越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隔膜被打破而贯通为一；他的哲学既是一种理性思考，也是一种生命
体验，就其本质而言，他的哲学乃是一种生命的学问，是关于人和人生的学问；他的哲学既是传统的
，又是现代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阐释，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两者的统一；他的哲学既是保守的
，又是批判的，他所保守的东西是中国文化之精华，他坚定地守护着中国文化最后的一点血脉和根基
，他所批判的是人类思想中之芜杂与偏颇，包括儒家自身的一些弊端与弱点，他是一个清醒的文化保
守主义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牟宗三评传>>

内容概要

也许人们会渐渐地忘记他的名字，他的理论体系也许不会为所有人接受，但是由他所开掘透显的儒家
精神却不会消逝。
作为一位儒者，牟宗三的生命是蕴涵着无限理性力量的生命，是透射着儒家智慧之光的生命。
     从1990年开始读牟宗三先生的著作，到1999年基本读完，前后费时达十年之久。
书稿的写作从1999年底开始到2002年8月基本脱稿，历时两年半有余。
    在即将迎来牟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谨将此书作为对牟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牟先生的夫人王秀英，儿子伯璇、伯琏，侄子伯琛以及长孙红成，向我介绍了大量关于先生的家庭
、生平等方面的情况，使我对先生有了较多的了解；我的两位寓居台湾的表兄给我寄来牟先生的著作
和关于他的研究资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我愿意将此书献给牟先生的家人以及我已经过世的表兄李文远和健在的表兄鲁振长。
    成稿之后，原省社科院院长刘蔚华先生、山东大学哲学系颜炳罡先生、原《文史哲》主编丁冠之先
生、《孔子研究》编辑部王钧林先生以及我的老同学、好朋友济南大学的苏富忠先生，或对书稿提出
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或对争取出版作推荐评介，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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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瑞生，栖霞人，1941年生，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威海职业学院退休副教授
，先后在栖霞、威海等地中学、成人高校从事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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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历史反思与儒家人文主义　　——文化的反思与重建之一　　从1949年赴台至1960年赴港
任教，在台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是牟宗三进行全面文化反思与文化重建的学思阶段。
关于这一阶段的时代背景和他本人的心境，他这样写道：“时⋯⋯吾以流浪天涯之心境，逃难于海隅
。
自念身处此境，现实一切，皆无从说起。
惟有静下心来，从事文化生命之反省，庶可得其原委而不惑。
面对时代，深维中华民族何以到此地步，实不可不予以彻底之疏导。
”①这一阶段他由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客观的悲情”转向对历史和文化的“具体的解悟”，对“三
统并建”的理论加以提高和完善，以《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和《政道与治道》为代表的
“新外王三书”是他这一阶段思想和理论的集中反映，而思想理论的核心则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
，实现道德的理想主义。
“新外王三书”是他50岁以前最重要的著作。
当时，牟宗三正处于40－50岁这一创发力极强的生命阶段，他以十年之力苦心经营，以图中国文化之
再造与创新，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留下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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