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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如本书书名所表明的那样，本书是对“文化哲学”的“沉思”，它的内容着重在对“问题”的思考
，而不是对“体系”的构筑。
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哲学”？
这是两个十分大的问题。
本书无意就这两个问题作出任何具有学术“立法”意义的回答，而且我自认为，只有“对话”和相互
“追问”才真正有益于学术的进步。
所以，本书追求的是作者同读者诸君之间心灵的沟通和对话，是友好的“商谈”。
当然我是以负责和严肃的态度来“参与”这个对话的。
因而，本书期望的只是在“写”与“读”之间引起对“问题”的追问和讨论。
如果真能如此，我就如愿以偿，而不愿意卷入任何“赞成与反对”的“评价”之争。
本书的全部论述，为一个基本信念所支持：哲学不应只研究认识，也不应只研究以已被抽象了的本体
论为前提的“历史”，而应研究人类的全部“文化”；哲学作为“观念”，它应是整体性意义上的文
化观念，而不应只是认识观念或“历史”观念；认识活动和“历史哲学”活动，只是人的文化活动的
组成部分。
而文化就是“人的现实的生命存在”及其“世界”、及其“优化过程”。
人的现实的生命存在是文化的本体，因而也是哲学的“本体”。
这种对哲学和文化的理解，使我有信心把自觉地以整体文化为对象的哲学称为“文化哲学”，把对它
的研究称为“文化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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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哲学研究在现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有三大问题需要读者诸君倍加关注：第一，人类的“跨文
化（圈）”生存和交往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的“常态”；第二，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并在继续创
造着许多新的“生活用品”和新的“生活方式”，诸如“网络”、“手机”、“基因”和“纳米”技
术等等，这些“文化”（生存）新内容都在极大地拓展或者改造着我们的“人性”潜能的表现和发挥
以及我们“人”本身的“特质”；第三，天地万物（外界“物质”大自然）越来越迫切地追问着我们
人与它们的“区分”与“融会”的“文化”可能性。
本书在14年之前对此三个问题尽管已经有一些思考和阐述，其思路也有一定的深刻意义，但在拙作此
书的思想基础上对此三个问题的继续深入探讨，是我自己的文化哲学研究的新的思路的一种概略表述
，也似乎应该是文化哲学研究界的共同学术任务。
愿我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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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的存在第一节 自然世界——文化世界的环境和基础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写道：“
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愈是经常地、反复地思考，它们就愈给人心贯注时时更新的、有加无已的对
它们的赞叹和敬畏。
这两种东西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这两种东西：星空和道德法则，可以被我们看作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各自最有
典型意义的代表。
星空代表的是自然世界。
中国人把自然世界的这一部分称为“天”。
它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圈之外。
这个世界给我们三种东西，一是我们可见的光，二是我们可感的热，三是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们通过
他们的仪器可以测量到的各种作用力。
自然世界的另一部分就是“地”。
“地”其实也是“天”的一部分。
只因为它在人类出现后成为人类所实际生存的地方，因而才有了与“天”不同的意义。
我们人类生活在大地——地球——上。
地球也是浩瀚宇宙中的一颗“星”。
因此，地球也是自然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地球上，存在着同其他星球上一样的一些物质元素——无机矿物质。
同时，地球上“出现”了生物——植物和动物。
据自然科学家说，地球生物的存在，是由于地球上“有”水和碳元素以及空气的缘故。
据说在其他的一些星球上，也可能存在着（或存在过）类似于地球现在的物质条件，因而，在它们那
里，也可能存在着（或存在过）某些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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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修订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新文化运动”起，对“文化”的研究就被作为一种以整体论。
主体论的“哲学疗法”解读当时的“中国问题”的思路。
成为中国学人做哲学的一种样式和风格。
自此起近一百年间，这种研究借鉴和吸收不少西方学者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构架，同时也承接和延续中
国近代学术传统，形成了自身的哲学特色，诸多先贤的这种努力已有累累成果。
现在回头心细读，以我们今天的研究当具有“重新装备”和“重新奠基”的意义。
另一方面，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以“文化眼光”考量中国大地上“新”发生的行为现
实和思想现实，以“文化战略”筹划社会发展，以“人文精神”贯彻全般事业、形成一种的建设态度
已经蔚然成风。
正是上述两种历史性的文化学玉条件。
催生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
 “生命之动”就是生命活力。
它就是生命由于“生”（“活着”并“活得更好”）的欲望和追求表现出的“活生生”的朝气蓬勃的
样子。
它是一切人的“民族的”文化运动和“存在”（生存，生活）样式变动不居的“原动力”。
人（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正是人（民族）的活跃着的“生命力”在创造历史：如果人（
民族）的生命力萎缩了、衰弱了，甚至连“活着”（以及“活得更好”）的兴趣和勇气都没有了，他
（它）就不可能创造历史，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进步的”历史，反之，只有那些具有生命朝气和对
生活更好，更高追求的人（民族），才是文化的人（民族），才能创造历史，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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