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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更是实现生命的学问。
孔子虽肇其始，但儒学的根源却在生生不已之易。
孔子晚年好易，也足见孔子对宇宙生命体会之深。
孔子对宇宙生命的认识更增进他对人文的关怀，因而《系辞·传》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宇宙智慧能转化为生命智慧，生命智慧并转化成为积极的道济天下与能爱，这就是儒学的精髓所在
。
　  儒学也是开放的学问，尊重传统，梳理传统，使其成为价值的楷模，行为的参照，更作为建构现
实与创造未来的起点与资源，这也可说是儒学能够持续发展的原因。
当然这不是说，儒学没有走入死胡同的现象，也不是说儒学未曾有过偶像化，形式化，教条化的陋习
，但儒学的精神却是要在开放的学习过程中超越偶像，打破形式与取消教条的。
论语中说“君子学以致其道”。
所谓学显然是一个开放自我，接纳经验，思考问题，建立知识，实践以成德的过程。
今天人类面临知识整合，制度翻新，社会重组的大时代，儒学应更能够发挥它温故知新与推陈出新的
学习精神。
现代企业也讲学习组织，可说是企业的儒学化。
    “新新儒学”并无标新立异的意思。
其实它就是更本体化，更实体化，更机体化，更全面化，更充实化，也更实用化的儒学。
是肯定本体与体用的本、体、用的一体开放的体系，非线性的多方面与多层次立体的发展的儒学体系
。
举例来说，内圣与外王的问题是德与权、知与行、人与我、天与人的问题的集合。
如何王而圣，圣而王，不是单线或直线发展的问题，而是整体的双向的多元的循环渐进的发展问题。
 本书论述了成中英先生的本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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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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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以及对大学的诠释论德性本体伦理学（东方）与权利后设伦理学（西方）之综合 ——作为人性与
理性之综合的道德正当：权利与德性共有的辩护21世纪的新探索：天道、人性与文明义利之辨与儒家
中的功利主义创造21世纪的人类命运：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儒学及儒商的定位新新儒学的意义及其发展
：文化本体意识与人的本体诠释——成中英先生访谈录　（一）东西横摄与推陈出新  （二）知识与
道德之间  （三）变的本体与乐的境界  （四）本体诠释的诠释  （五）圣王之辨与儒学取径“义”“利
”“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成中英先生学术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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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德性本体伦理学（东方）与权利后设伦理学（西方）之综合——作为人性与理性之综合的道德
正当：权利与德性共有的辩护成中英　　生活共同体（Life-Unity）的两个尺度——伦理和道德　　伦
理可以得自本体论和历史，特别是人类个体（humanperson）的本体论和伦理本身的历史。
伦理与人类个体的道德行为及人类社会的道德关系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需要把伦理从道德
中区别出来。
道德必须实行道德正当，而倘若道德个体的道德正当不仅对个人也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它就是伦理了
；伦理必须保证公众一般的善得到保持和合理的辩护，而倘若其中卷入了个人的思考和修养，它就成
了道德。
因此尽管道德和伦理是可区别的，但却不能把他们各自分开。
它们同时处理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
做什么的问题，对作为人类、公众和社会的一部分的人自身做了周全的考虑。
　　我们之所以可以对“道德”和“伦理”这两个词既互换使用又加以区分，其原因在于他们代表了
同一人类共同体（个人与社会的共同体）的两个尺度。
它们必须对人的存在、人怎样存在以及为什么要保存和养成他的人性并保持其社会性、一个人事实如
何及其应当如何这些问题做出解释。
尽管“实然”和“应然”从概念上说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按照我们对人类个体的本体论的理解，人
之所“实然”导致和说明其所“应然”，反过来，人之所“应然”也会反映和说明其所“实然”。
我们可以把道德称作见于个体的人性内在的尺度，而把伦理称作见于社会的人性的外在的尺度。
道德和伦理统一在一个道德——伦理的理论中，并充任这个理论的两个尺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
的实存与人类社会的实存共同为道德实践和道德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对二者的综合不仅反映了道
德和伦理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阐明了道德和伦理与人的本体论如何根本对应，阐明了作为人性和理
性的人类理智与道德和伦理如何根本对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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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新儒学启思录》中“新新儒学”并无标新立异的意思。
其实它就是更本体化，更实体化，更机体化，更全面化，更充实化，也更实用化的儒学。
是肯定本体与体用的本、体、用的一体开放的体系，非线性的多方面与多层次立体的发展的儒学体系
。
举例来说，内圣与外王的问题是德与权、知与行、人与我、天与人的问题的集合。
如何王而圣，圣而王，不是单线或直线发展的问题，而是整体的双向的多元的循环渐进的发展问题。
 《新新儒学启思录》论述了成中英先生的本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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