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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董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以“信念”作为董学的本体，进而把“信”确定为“天”，
以“天”为董学的立足点。
作者认为，天道本体始终活在中国人的信念世界里，中国人信天甚于信自己，董学中的本体思想于是
在作者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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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治平，男，1965年11月岀生于江苏省洪泽县。
1988年获东南大学经济学学士，1997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硕士，2001年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并在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
为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
主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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