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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人之际：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是对中国哲学史及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介绍，讨论了中国哲
学产生的背景、中国哲学的特点，哲学发展史，及三教合流与明清时期的经世实学思想等。
两种文明互不关心地成长着，一时东方亮过西方，一时西方亮过东方。
而这一时，或许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成百上千年，在这些凝重的年代里，人们演绎着属于自身的历史，
积攒着那些属于自己的智慧而当他们再次相遇，再次碰撞的时候，都会惊异对方与自已的相似和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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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国哲学的特点　　这个问题实际是前一个问题的延续和深化。
说特点，自然是相比较的结果。
与西方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在下述方面是很突出的：　　1 浓郁的社会情结　　中国哲学与社
会政治、伦理紧密相关。
　　由于中国哲学与人生密切联系，研究哲学的目的是&ldquo;为道&rdquo;而不是&ldquo;为学&rdquo;
，所以，哲学研究之所以必要，在于它能满足国家、社会的需要，能够探索国家的兴衰成败之理。
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哲学的一个典型性特征，就是中国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紧密结合，并且这种典型
性的哲学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的重点。
从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代的儒术独尊，宋代的理学论证，到魏晋看似清淡的名教调和，唐代貌似超脱
的佛道境界，其深层关心和服务的，都是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协调。
所以中国哲人历米以追求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为最高目的，
并且追求治世之道。
这种追求在单个的人身上，则是追求&ldquo;内圣外王&rdquo;。
由于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自然科学电没有达到近代实验科学的水平，所以中国哲学巾
自然哲学的成分很少，这一点，与西方哲学大不相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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