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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完全按照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的章、节的顺序
编写，同时结合二十一世纪统编教材，以篇章节的形式出版，使应试指导又密切结合教材所授内容。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遵循新编大纲，贴近实际考试，是经典执考用书，具有十年经验指导
，精确复习范围，凸显考试要点，随书附赠有20元的免费学习卡，全方位助你掌握考试要点。
“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是编写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导的唯一
依据，因此编者认真研究了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后，弄清大纲对各知识点的要求，将中
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要求的知识点完整地体现在复习指导及习题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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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纪念唐君毅百年诞辰特稿唐君毅先生铜像揭幕仪式致辞One Meaning of Success：A．Mmliage of。
Economics and Ethics（成功的意义：经济与道德的结合）专论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的启示（之一
）：反思三种考据方法的推论前提古今文献与读者之喜新守旧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
研究从上博简《诗论》看孔子的“民性”观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
运》的作者与年代“生”“眚”“性 ”之辨与先秦人性论研究之方法论的检讨：以阮元、傅斯年、徐
复观相关论述及郭店竹简为中心（上）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转向：以“忠”观念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
战国时代“忠信”概念的发展与王道思想的形成先秦道家的道气论及其发展模式战国词汇发展的时序
以及在楚简和其他先秦典籍研究中的应用无情与猖狂：论《庄子》中“无情”的两种诠释庄子论技与
道追求伦理的现代性：梁启超的“道德革命”及其追随者（上）新叶林Qian Mus Criticism of
Monotheism and Alienation in Modem Life（钱穆对近现代一神论与异化的批判）会议录探寻中国哲学研
究的新方向：“中大哲学系创系六十周年纪念、唐君毅百岁冥寿暨新亚书院六十周年院庆国际学术研
讨会”综述回音谷In Defense of Poetical Philosophy：Responding to Some Recent Remarks by Professor
Donald J．Munro（为政治哲学辩护：回应孟旦教授）Why New Psychological Findings are Relevant to
Ethics：Second Reply to Professor Thomas Metzger（为何心理学的新发现与道德息息相关：再复墨子刻教
授）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Foreknowledge”：Reflections Prompted by Obama’S Visit to China（
环保与“前见”：由奥巴马访华而引发的反思）编后语新方向，新在哪里?刘笑敢友刊目录Dao：A
Journal ofComparative Philosophy《思想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稿约《中国哲学与文化》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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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编者按：2009年乃纪念唐君毅先生百年诞辰之时。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校友会在新亚书院和中文大学支持下，发起为纪念唐先生募款以铸塑纪念铜像。
2009年5月20日铜像正式揭幕。
新亚书院第一届校友、新亚书院前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前副校长、2006年克鲁格奖（Johnw.KlugePrize
）获得者余英时先生应邀为铜像撰写铭文（见本刊第五辑），并为揭幕仪式发表录像感言。
余先生高度评价唐先生在香港的中国哲学教育事业中的伟大贡献以及推动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传播
发展的不懈努力。
本刊征得余英时先生首肯，有幸发表录像感言记录稿，以资缅怀唐君毅先生。
　　我很高兴有机会为唐君毅先生的铜像写了一篇铭文。
我觉得，中文大学特别是哲学系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方案纪念唐先生，这是极为重要也极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1949年的时候，有许多的高级知识人都到香港来了。
这些人都是要对本国的文化以及世界的新文化有一种开放的态度。
唐先生在这个时候到了香港，跟钱穆先生，还有其他的先生像张丕介先生一起办这个新亚书院，是一
个极重大的文化上的决定。
这个文化上的决定后来产生的影响我们今天已经看得清楚了。
尤其唐先生在哲学方面，可以说是他打下的天下。
唐先生没有到香港以前，据我所知，香港大学并没有教“中国哲学”，任何其他的报纸上也很少谈到
“哲学”两个字。
所以，香港之有哲学特别是有中国哲学是从唐君毅先生开始的。
所以，唐先生在这方面的倡导功能，我们是要永远纪念的。
　　如果不是唐先生，就不会有后来的香港在许多思想方面的新的发展。
我并不是说唐先生个人的学说、个人的哲学理论，我们都应该接受，我的意思是说唐先生倡导中国文
化，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别是从哲学观点阐明文化的价值对我们的意义，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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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简介，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于2005年成立，劳
思光教授及信广来教授为荣誉主任，并由刘笑敢教授及郑宗义教授分别担任正副主任。
中心透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学者访问计划及出版期刊，致力于组织与推动新课题、新方法、新领域
、新资料的探索与研究，提升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和促进学术交流。
中心得到郑承隆通识教育及哲学研究基金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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