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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问道(2008第2辑)》是一个被夸示为“知识爆炸”的时代，忙不迭的人们在对裂变中的“信息”
作财富折算时正被调动起持续亢奋的攫取欲。
在牟利的缰绳把“知识”牵给人、又把人牵给“知识”的当下，我们从良知的渊默处开始“问道”。
　　这里所谓“问道”，即是在中国先哲及西方先哲的启迪下再度返回到人生之原始真切处，探询那
对于人说来可以应然相期的虚灵之真际。
新的“问道”者的一个执著的信念在于：运思之灵韵犹如艺术之匠心，可认同的精神传承当在永不重
复的富于生命个性的创造中。
　　《问道》为“问道”者而设，它的初衷和归趣只在于“问道”。
与所“问”之“道”相应，《问道》相信，“道”敞开着，它息息相通于情态各异的学人的真切生命
。
为此，《问道》也为自己留住了一份希望，一份即使在某个时刻不免失望却也决不至于绝望的那种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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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一　纪念王元化先生“向着真实”——我思慕中的王元化先生附一　与王元化先生的一次交谈（
王永年根据所作笔记整理）附二　唁函专题二　“信仰：危机与重建”学术研讨会“信仰：危机与重
建”学术研讨会致辞论文选载论当代中华民族哲学信仰的问题与重建——对20世纪中华民族精神状态
及其趋向的一个哲学反思问题提法：信仰昭示维度我们必须小心区分的三个问题论马尔库塞学术研究
的价值诉求“轴心时代”及其启示——一种对雅斯贝斯“轴心时代”观念的读解述议一重看休谟问题
（论纲）存在之外的上帝——让-吕克·马利翁与现象学神学转向现象学的“纷争”——从胡塞尔与海
德格尔的分歧说起海德格尔的真理与信仰？
论康德道德神学的“希望”之维述议二“轴心时代”理论视野下的儒学与道学——从雅斯贝尔斯《大
哲学家》说起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主体及其自身完备性的本体论贞认——先秦儒家“仁义”论辨正“
悲”从何来？
——就悲剧之“悲”对中、西文学人文趣向的一个比较艺术体制与艺术境界——兼及对中国当代艺术
境况之反思考释孙村：一个共时态社区——“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生成意识·道·教·语言自
觉——先秦语言自觉考略随笔在绿色的原野上吃枯草特稿“人道主义”学案——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
国大陆“人道主义”争论的一种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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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一　纪念王元化先生　　“向着真实”——我思慕中的王元化先生　　一　记忆中的眼神　
　我结识元化先生近二十四年了，只通过一次电话，写过一次信，交谈过一个多小时。
凭点淡泊的交往涵养一份君子之交，这对于官场或商界的人来说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尚未褪去书
生气的学人这里已经是足够的了。
　　1984年12月下旬，我应邀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参加“‘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
元化先生出席了会议。
那时，他正做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会上会下总有很多人在他身边，我很想单独跟他打个照面，但因
着身份和年龄（他长我二十六岁）的缘故，总觉得凑上去说话不那么自然。
一次会间休息，我正在走廊上徘徊，元化先生去卫生间从我身边经过，在我转身的一刹那，我看到了
他，他也正好把目光投过来。
在四目相对的瞬间，我冲他笑了笑，点了点头，他还了我一个微笑。
彼此都没有开口，只是在对视中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尽管，这之前，他从会议联络人的介绍中已经知道了我，而我从听说其名到目睹其人当然要更早些。
　　那之后，他的眼神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宽和、从容、满含着善意，但其中也闪动着一丝异样的
光。
一位文学理论家谈起过元化先生的眼睛，说它有点像尼采的，也有点像茨威格的、马雅可夫斯基的。
他认为，那种眼睛是不多的心思专注而至于出神的人才会有的。
这可能是并不错的，但我当年所察觉的是另一种心灵的消息：它分明是一汪深水，那默然的平静中藏
着谜一般的耐人寻味的东西。
也许这点敏感只是我自己刚刚历经了一场风波后尚未完成复原的内心世界的透露，如果多少找出点其
他缘由的话，那也至多是这位研究《文心雕龙》别有心得的学者与宣传部长之间的距离在我这里引发
的疑惑。
不过，无论如何，那时的我对元化先生的身世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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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人文学研究所概况　　本研究所是以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为依托，
面向全国人文学界开放的研究机构，正式成立于二00六年九月。
研究所实行聘任制下的所长负责制，由依托单位聘任研究所所长，由研究所所长聘请学术顾问、特聘
研究员及其他研究人员。
　　本研究所倡导的人文学研究，以探求某种有着民族文化血脉而又不失时代蕴蓄的人文精神为宗趣
。
　　研究所编辑一份辑刊，定名为《问道》。
《问道》不设占今中西之樊篱，亦不囿于文、史、哲、宗教、教育、语言诸学科界域的划分。
它只以培壅赋有时代高度和世界视野的民族学术之个性为期许，因此，这块可供更多学人耕耘的田畴
，将养润一切富于生命智慧的学恩根芳。
　　王元化，文学批评家、文论家。
原籍湖北江陵，一九二。
年十一月三十日生于湖北武昌。
一九三七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后又师从任铭善、汪公严、熊十力、韦卓民诸位先生学习国学与西方
哲学。
先后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一九四六）、上海《展望》周刊副主编（一九四八）、《时代》
杂志主编（一九四九）、上海震旦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一九五0）、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一九五三）、上海大百科出版社《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九）。
一九八一年与王力、吕叔湘、钱锺书等受聘为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员。
一九八三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派率团访问日本。
一九八五年任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墨西哥、美国、瑞典、芬兰等国。
一九九四年创办并主编《学术集林》丛刊。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多次参加在美国、瑞典、加拿大等国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九九八年四月与巴金同获上海文学杰出贡献奖。
其主要著作有《文心雕龙讲疏》、《思辨录》、《九十年代反思录》、《读黑格尔》、《清园近作集
》、《人物·书话·纪事》等。
　　张世英，哲学史家、哲学家。
一九二一年生，武汉市人。
一九四六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
一九四六—一九五二年任教于南开大学、武汉大学。
一九五二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西哲学与文化研
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德国哲学》主编（一九八六～二00一）等。
曾应邀赴德国美因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作学术讲演，赴美国、瑞士、法国、德
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或公开讲演。
主要著作有《哲学导论》、《天人之际》、《新哲学讲演录》、《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
、《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论黑格
尔的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黑格尔辞典》（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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