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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方哲学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远和、李甦平、周贵华、孙晶主编。
该书共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卷，除“总序”、“附录”、“
后记”外，各卷分南亚、西亚北非、东亚三编，又分印度哲学、古埃及·巴比伦·巴勒斯坦哲学、斯
里兰卡等国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中国哲学、朝鲜半岛哲学、日本哲学、越南哲学诸篇，共计126
章，280多万字。
其内容涵盖东方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哲学体系，囊括众多哲学思潮、学派、代表人物
的哲学学说，全面地介绍和反映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东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与整体面貌，从广度和深度上
展现了东方哲学独特的思想性质与内容，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我国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与最高学术水准
的完整的东方哲学通史。

　　本册为《东方哲学史》(近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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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节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民族主义思想赛义德·阿赫默德·汗不仅是著名的宗教改革
家，而且是印度穆斯林社会中最早的民族主义者。
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强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一
个民族”，呼吁两者联合起来；后期则提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民族”，认为两者很难联合在
一起。
他后期的民族主义学说带有强烈的教派主义色彩，对后来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以及伊克巴尔和真纳的
“两个民族”和“建立穆斯林国家”的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赛义德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超越了宗教的偏见和教派主义，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同属一个民族，应
当联合起来，才能促进国家的复兴与进步。
1883年，他有一次著名的演讲专门谈到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团结问题，此演讲反映出他当时的民族主
义思想。
他说：“正像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来到印度并定居在这块土地之后，他们忘掉了他们原来的家乡在哪
儿，并把印度看做自己的祖国一样，的确，穆斯林也有同样的经历⋯⋯几百年前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
乡来到这里，他们也把印度这块土地视为自己的祖国⋯⋯我的印度教兄弟和我的穆斯林兄弟们，呼吸
着同样的空气，同饮恒河与朱木拿河的圣水，同吃神赐予这个国家的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同生同死
。
我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神的观念，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是属于同一个民
族⋯⋯只有我们在思想上联合起来，相互同情，相互爱护，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
”①这段讲话很有名，经常被各种著作和文章所引用，它代表赛义德前期民族主义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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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哲学史(近代卷)》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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