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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昭华君原专攻西方哲学，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近二十年。
近些年来，他特别关注本土哲学资源，尤其重视儒家哲学经典的现代诠释。
本书即是昭华君贯通中西哲学的结晶。
作者以荀子为个案，意在透过荀子探讨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合的可能性。
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认真通读了全部书稿，非常高兴地向读书界推荐这一硕果。
我以为，本书有如下重要创获：　　一、探求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之路的新的尝试：通过为二者
的对话寻找共通的语境，发掘其相互融合的更切近的途径。
　　在关于如何实现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政道融合的问题上，现代新儒家沿着孟王理路所展开的探索
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从“内圣”开出人权和制度化的“外王”。
基于对这一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对民主政道的深入认识，本文突破这一定势，转而选择被称为“不醇之
儒”的荀子思想加以挖掘，旨在以荀子为代表，揭示儒家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另一层面的内涵和内在趋
向，破除对儒家文化的单面化的理解，拓展儒家文化概念的含义；更重要的是通过创造性解释，重新
探求一条新的更有可能实现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政道融通的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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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储昭华贯通中西哲学的结晶。
作者以荀子为个案，意在透过荀子探讨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合的可能性。
本书有如下重要创获：    一、探求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之路的新的尝试：通过为二者的对话寻找
共通的语境，发掘其相互融合的更切近的途径。
    二、借鉴现代哲学的方法，透过文本的表层语义，发掘其隐含的深层趋向，并通过创造性解释，将
其开显、导引出来。
     三、关于人与自由的不同层面含义的辨析。
    四、以明分的运思方法为核心，对荀子思想的各个层面及其意义展开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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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昭华，1963年生，安徽潜山人。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心灵与认知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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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之所以往往将荀子的包括天人之分在内的各种关于“分”的表述与礼义层面上的“分”分割
开来，以致忽视其中所蕴涵的共同的方法论基础，根本原因在于，当荀子将分的方法从天人之间、人
与物、物与物之间转向人与人之间，即从单纯的本体论、认识论层面转向社会历史和道德伦理层面时
，尽管能指相似，但所谓名分之“分”与作为方法的“分”，无论在读音上是在涵义上都确实发生了
一定的转化。
二者之间的差异当然不容否认。
但二者之间并不像人们所误认为的那样，可以截然分割开来，而是本质上有着清晰的语义延伸的逻辑
脉络贯穿于其中。
正如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先辨物后制名一样，所谓名分也是基于对人伦上的贵贱、亲疏的区分或
分辨而确立的对人与人之间差异与每个人的特殊地位、身份的贞定，总是在分别的基础上确立名分，
因而本质上乃是分的方法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体现和贯彻，是人运用“分”辨的能力加以分辨的结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提出，“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荀子·非相》）在《正名》中，荀子对此有一段集中的论述：“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
，贵贱不明，同异不别。
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
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制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
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获，此所以有名也。
”（《荀子·正名》）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荀子明确地将对事物的辨别、命名和对
人的辨别、名分的确立联系在一起，视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同一种方法在不同领域的运用
、贯彻和体现，即所谓“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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