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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  版  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牟宗三先生(1909—1995)的《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
才性与玄理》等著作的简体字版，希望我写一篇序言，为读者诸君评介牟先生其人其书。
我也乐意与诸位朋友讨论牟学。
以下所言，不一定确当，敬请诸君批评指教。
    首先，我从总体上略述牟宗三的思想背景与学术成就。
    在中西文化、思想与哲学交流、互动的背景下产生的牟宗三其人其书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与哲
学的一个缩影。
首先，牟的论著是现代性的哲学论述，是对中西双方传统中主流哲学思潮的批判与重建；所反映的仍
然是中西古今的文化、思想与哲学之调适上遂的时代课题，是现代化挑战下的人与人性及中国人、中
国文化、思想与哲学的自觉性与自主性的重建。
其次，牟先生其人其书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他本其特有的睿智与敏感提出了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创造性地重释了一些哲学概念，他独特的思考与他所建构的系统最有思想的张力，最能引起批评、争
议与诟病。
唯其如此，其哲学智慧的影响力超迈前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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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哲学》作于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牟宗三先生初到台湾，痛感时运之剧变，发愤著书、从
历史入手、围绕众所周知的先秦两汉的大事件，通观时代精神之发展，进而探明精神本身的表现途径
，解决中国“内圣”之学的“外王”问题。
作者鉴于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之可能性对照，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独特的自在性，这样不仅阐述了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着西方文化无法取代的重要价值，而且还要为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一条可能的发展
之路。
在中国文化如何现代化以及发展趋向的诸多论说中，此种非同寻常的异论可以独步一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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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牟宗三（1909-1995），宇离中，山东栖霞人。
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
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牟宗三于1927年进入北大，先后师从张申府、熊十力诸先生。
1960年去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中国哲学、康德哲学等。
1974年退休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
1995年4月病逝于台北。
主要著有《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该三本书以“新外王三书”著称)《才性
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圆善论》等，另译有康德的《道德哲学》《纯粹理性之批
判》《判断力之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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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序旧序一旧序二旧序三第一部 夏商周第一章 国史发展中观念之具形与氏族社会第一节 观念之具
形第二节 氏族社会第二章 周文之含义第一节 周文之形成与宗法社会第二节 政治等级与治权民主第三
章 平等与主体自由之三态第一节 分位之等之价值观念为中国文化生命之特征第二节 黑格尔论东方：
印度之阶段与中国之统一第三节 东西两民族之生活原理之基本不同第四节 黑格尔所了解者并非全无
理第五节 中国所缺者为国家政治法律一面的主体自由第六节 中国所具备者为道德的主体自由艺术性
的主体自由第七节 结语：人格世界之普遍性与个体性第二部 春秋战国秦第一章 五霸与孔子第一节 桓
公与管仲之尊王攘夷第二节 通体是仁心德慧之孔子第二章 战略与孟荀第一节 井田制破坏后之政治形
态与战国之纯物量的精神第二节 全幅是精神通体是光辉表现“道德精神主体”之孟子第三节 通体是
礼仪，表现“知性主体”之荀子第三节 秦之发展与申韩第一节 秦之发展及其物理数量之精神第二节 
佛老申韩之生心害政第三部 楚汉相争：综论天才时代第一章 天才时代之来临第一节 天才人物第二节 
天才的宇宙与理性的宇宙第二章 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之历史文化的意义第一节 中国文化生命里所涌现
的观念形态第二节 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第三节 概念的心灵与智之直觉形态及知性
形态：中国所以不出现逻辑数学科学之故第四节 阶级对立与道德价值观念所引生之平等及英雄尽气所
引生之打天下：中国过去所以不现民主政治之故，所以未出现近代化国家政治法律之故第五节 中国文
化之未来及中西文化自然谐一之远景第三章 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之历史文化的意义第一节 打天下之观
念：打天下之精神不是事功之精神第二节 一治一乱之循环性第三节 只有革命而无变法第四节 气节之
士以及所谓士气第五节 暴戾之气与惨酷第六节 软性之物化与风流清谈第七节 治国安邦以天下为己任
之儒者，其用心之形态与限度第四部 西汉二百年：理性之超越表现时期第一章 萧规曹随，躬修玄默
第一节 萧曹文景附论贾谊第二节 汉初之封建及此问题之意义第二章 仲舒对策，汉武更化第一节 武帝
之性格与董仲舒之文化运动第二节 理性之超越表现第三章 更化后有关文献摘录第一节 儒士与巧慧之
士第二节 儒术与法吏第三节 儒学与禅让第五部 东汉二百年：理性之内在表现时期第一章 光武之人格
第一节 光武之习尚第二节 船山论光武第二章 光武之凝敛的理性人格所决定之时代第一节 功臣不任吏
职第二节 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第三节 内外朝之判分至光武而成立第四节 三公与尚书权限之轻重第五
节 论尚书之性能第六节 史、尚书、相之理想性及制度性第七节 经术教化之培养第三章 理性的与非理
性的之间之斗争第一节 安帝、顺帝时外戚与宦官之争第二节 顺、中、质、桓时李固、杜乔与梁冀之
争第三节 桓、灵时陈蕃、窦武与宦官之争第四节 党锢之祸附录一、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唐君毅
著）二、关于历史哲学酬答唐君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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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以言周文?传子不传弟，尊尊多礼文。
两句尽之矣。
周公损益前代，制礼作乐。
孔子称之日“文哉”，苟子称之日“粲然”。
而其密义则由尊尊传子而可窥。
后人多由教法风尚之循环而言之，未能得其实义也。
夫夏商之所以为质，正因群体之格局不显，不脱氏族之简陋。
其生活为直接。
体力尚于节文。
多仁朴是也，多质爱亦是也。
其所以仁朴质爱，亦正在其生活之直接，天真而混噩。
非必夏商之人多仁也。
质则亲亲笃母弟，亦为应有之联想。
盖亦生活多直接，未能循乎法度而为谋，故就其亲者而立焉。
及乎周代，封侯建国，一统之局形成。
越直接而为间接。
调度运用之义显，心思之总持作用遂不期而涌发。
总持之作用涌发，超越当下限制之“形式”，亦不得不随之而呈现。
形式者心之所创发。
就现实而运用之，因而创发形式以成就而贞定之。
是以形式者运用现实之型范也。
现实之局，非形式不定，非形式不久。
刘勰《文心雕龙·论仪礼》云：“礼以立体，据事制范。
”此言甚善。
故形式者成事之体，定局之本也。
周之文只是周公之政治运用以及政治形式(礼)之涌现。
教化风俗是其余事。
文必与尊尊连。
尊尊只表示政治形式之公性。
唯公乃可尊。
何者能公?日理日道，日政治形式，日法度。
政治形式之涌现，必然有尊尊。
此文之所以为文之切义也。
尊尊之义，用之于宗法社会，帝王世袭，必有大宗小宗之别，因而必笃世子。
盖大宗世子所以全公法也。
质家笃母弟，大宗小宗不别；未能跨越所亲之直接性，只就其近于己者而与之。
此则只依舐犊之私而措施，未能就法度之公而措施。
故质必与亲亲连，而其所显示者要在政治形式之未涌发。
法度之公，跨越时空之限制。
不问亲不亲，故文家必尊尊。
以尊尊为主干，亲亲只所以补尊尊之不足。
世子缺，乃就近支而补之。
然近支之继统，非依亲亲义而继统，乃依尊尊之义而继统。
一落尊尊形式下，必为继大宗。
此所以小宗可断，大宗不可断之故也(大宗代表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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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及法度之公性胥由此见。
公性是政治之本质。
而政治本质之为公，实由于政治形式之所以成客体之为公。
笃世子是帝王世袭下政治公性之一表现，亦即尊尊之一表现。
故由亲亲而至尊尊，是现实历史一大进步。
尊尊之义出，公德私德之辨显。
而公德重于私德。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忠臣必为孝子，而孝子不必为忠臣。
由孝子进于忠臣，乃其德之大飞跃。
由私转公，乃人格之开扩，生命之客观化。
孝子，亲亲也，忠臣，尊尊也。
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人所尚也。
何者?为其超越一己之小限而献身于大公也。
公德私德之辨显，亦是现实历史一大进步。
而人类精神之表现，必在尊尊形式下始可能。
复次，尊尊之义出，分位(等级)之念重。
分位之差等，以形成人格之德才能而套于政治形式中而成者也。
分位之差等，是人格之层级。
人格以德才能定，是人格犹其质者也。
必套于政治形式中，始见出分位之差等。
是以分位之差等，由人格之质与法度之式而成者也。
社会上以分位之差等为骨干，则人格之价值层级始能保得住。
而以德统才能，而才能不下流而趋利，则人格价值之层级，始能转移财富所成之阶级而代之，而使其
不至于凝结而流于罪恶也。
故孔门观历史，自始即以亲亲尊尊为法眼(由此转进而至仁义)，而以历史精神、文化意识为历史之骨
干也。
凡颠倒轻重，惑乱宾主，而违背此义者，在所必辟，故孟子斥杨墨，而荀子亦以“尚功用，大俭约，
而慢差等”斥墨翟、宋钘也。
兹综结言之，尊尊之义，即义道之表现，亦即客观精神之出现。
凡公私之辨，分位之等，皆义道也，亦皆客观精神也。
此周文之所以称为吾华族历史发展之一大进步处也。
    此根本义既明，再进而观其与现实社会形态之契合，此即周文之现实社会组织之一面，亦即周文所
显之根本义在该阶段现实历史中表现之形态。
此形态，吾人名日宗法社会，于政治则日贵族政治。
形成此形态之礼仪繁多，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然扼其要者，其基本制定大体如下：    1．王位世
袭传子不传弟，诸侯亦如之。
其义已论于上。
兹再就其社会意义而言之。
此制之成，其义通于整个社会。
因此，社会组织之单位(即家庭)，亦因而被厘定。
家庭有定制，则社会的纵向组织亦有定序。
此一系一系之社会单位与政治上之笃世子，盖同时成立，而皆有以进于殷商者。
此有定制与定序之社会组织弥漫于下而为政治上笃世子一制之背景。
盖王室亦为一家庭，同时彼复为政治之中心。
故笃世子一制，虽可普遍于全社会，而唯在王室则独显一政治上客观而定常之意义。
故其义用不同于庶民之家。
于此，有二义可说：一、政治与家庭社会，有其不隔之黏合性，政治制度以及整个周文，直接生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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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家庭。
此为中国社会文化之最殊特者，为西方所无，亦与后来进一步之政治形态(如近代政治)不同。
此种黏合性、亲和性以及生根性特别强，故一方使民族生命特富弹性，延续于无穷，使中国文化形成
一独特之谐一系统，自行其发展，与西方之来自多源者不同；而一方复又阻滞中国之转进，延迟其近
代化，而又极不易引生近代化。
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内在之统一，此一系统言之于王室尤为显然。
用之于秦汉而后，虽不及周之显明，而大体仍可用。
此与前义为同一问题。
清朝而后以至今日，国运欲求转进，以往黏合性特强之一套不适于今日。
如全否决之则不可，如化解其黏合性而本之有新转进，则尚未成一普遍之意识。
此中国之悲剧，亦有识者之所当用心也。
    2．同姓不婚，氏族厘清。
此在当时实为人类生活一大进步。
吾人于此等处最易见出人之智慧之运用。
同姓不婚，则维持一系生命之纯洁，养成对于祖与宗之尊亲意识，使生物生命转为一纯粹之道德生命
，天理天伦之流布。
婚于异姓，则沟通横的关系，使整个民族趋于凝合。
礼以别异，乐以合同。
各系相承，系系交光，使整个社会为一“礼乐网”所纲维。
后来遵守而不渝，近人无忌惮而横溢，益见其生命之堕落，猥缩于动物之冲动而不自知其恶也。
[《礼记·大传》云：“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
名著而男女有别。
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
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言不可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四世而缌，服之穷也
。
五世袒免，杀同姓也。
六世，亲属竭矣。
其庶姓别于上，而戚(亲)单(尽)于下，婚姻可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
不通者，周道然也。
”]    P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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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牟宗三先生有关历史哲学的系统性论著主要集中在《历史哲学》和《政道与治道》两书，所以这两本
书要参照阅读为妙。
作者鉴于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之可能性对照，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独特的自在性，这样不仅阐述了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着西方文化无法取代的重要价值，而且还要为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一条可能的发展
之路。
在中国文化如何现代化以及发展趋向的诸多论说中，此种非同寻常的异论可以独步一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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