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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美籍著名学者成中英教授集几十年研究成果之专著。
作者从分析哲学和本体诠释学入手，以寻求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的途径。
全书由“当代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当代美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在美国”、“中西哲学的融合”、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以及“我的哲学探索”五部分组成。
内容涉及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前沿阵地及最新状况，详细地阐明了“本体诠释学”理论，尝试了对中
西哲学若干领域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其新颖独到的观点、细致缜密的分析、充满理性的思辨，可以为国内学者进行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提
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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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当代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
第一节 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大势
一、世纪之交的哲学变局
二、对分析理性和形上理性的反思
三、理性的发展过程
四、多元理性的建立
五、西方哲学向何处去？

第二节 分析哲学的方法义涵
一、现代逻辑的分析方法
二、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
三、非逻辑分析的语言哲学
四、奎因的机体主义
第三节 从诠释学到本体诠释学
一、诠释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二、诠释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三、当代诠释学的两大争论
四、本体诠释学要义
第二章 当代美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在美国
第一节 美国哲学的发展及其未来
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二、美国哲学孕育于美国文化
三、美国哲学的发展趋向
四、形上学与本体问题
五、语言与逻辑问题
六、知识与真理问题
七、价值与正义问题
八、当代美国哲学的意义和地位
第二节 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回顾（1963～1985）与展望
第三章 中西哲学的融合
第一节 中西哲学范畴的差异
一、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发展
二、西方哲学范畴的特征
三、中国哲学范畴的特征
四、中国哲学范畴的特性：五行的对应性
五、中国哲学范畴的特性：阴阳的辩证性
六、中国哲学范畴的辩证性：《易经》与老庄
七、中国哲学的本体范畴
八、天、道范畴分析
九、性、命范畴分析
十、理 气范畴分析
十一、心、性范畴分析
十二、中国哲学范畴的四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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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哲学中的和谐化辩证法
一、过去认识上的模糊与当前的任务
二、儒学中的和谐与冲突形上学
三、道家思想中的和谐与冲突形上学
四、和谐化的辩证法
五、与冲突辩证法的比较
六、与超越辩证法的比较
七、和谐化辩证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角色
八、和谐化辩证法中的内外之对偶
九、法礼、义利之冲突的和谐化
十、知行问题及其和谐化
十一、理气、理欲、体用之对偶及其和谐化
十二、和谐化范型的未来发展
第三节 对《易经》中理气、有无之考察
一、《易经》的三个层面
二、易经》对理气的区分
三、《易经》对理气的解释
四、理气结构的日趋分化
五、理与气乃是一个整体
六、气化的简易性即气化之理
七、从理气谈有无
第四节 怀特海与《易经》、《老子》之比较
一、怀特海的“象征指涉”论
二、《易经》作为“象征指涉”系统之意义
三、《老子》作为“象征指涉”系统之意义
第五节 怀特海与宋明儒学之比较
一、类同的主题――创生性范畴
二、怀特海的创生性范畴
三、宋明儒学的“太极”与创生性
四、宋明儒学的理气与创生性
五、两种创生性之差异
第六节 中西因果律之比较
一、西方哲学中因果律的标准模型
二、因果作用法则在存有论方面的预设
三、中国式的因果律模型
四、中国式因果律模型的三大原理
五、中国式因果律模型：串连式思考
六、中国式因果律模型：辩证法则
第四章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
第一节 现代化的哲学意义和哲学理想
一、关于现代和现代化的概念
二、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三、传统哲学在现代化中扮演什么角色
第二节 中国哲学所面临的现代化的挑战
一、对五四以来反省中国哲学的回顾
二、比较、思考与批判
三、建构、解构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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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一、中国哲学为什么要现代化
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根据
三、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内涵
四、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法
五、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向
第四节 中国哲学的重建
一、重建中国哲学的涵义
二、重建中国哲学的途径
三、从《易经》看中国哲学的重建
四、儒家哲学传统的重建
第五节 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一、中国哲学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的地位
二、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影响
三、现代化、本土化与世界化
第六节 中国哲学走向现代世界何以可能？

一、中国哲学走向现代世界的条件
二、中国哲学走向现代世界的可能性
附录 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我的哲学教育与
哲学探索
一、楔子：哲学的定位和定性
二、家庭背景和青少年时代
三、大学时代
四、赴美留学
五、哈佛的哲学熏陶
后记
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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