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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加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
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
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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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来(1952～    )，浙江温州人。
当代著名哲学史家。
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本书融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为一体，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
了广泛和深入的分析，已成为王阳明哲学研究的经典必读书。
全书立足王阳明著作本身，通过对阳明哲学的内容、涵义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察与分析，力图呈现
出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揭示出阳明哲学有无合一的精神境界，并展示中国文化的丰富义
蕴与宽广意境。
本书使用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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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来（1952～），浙江温州人。
当代著名哲学史家。
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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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阳明学为代表的新唯心主义的兴起，其特点是：对朱子理性主义大厦建构的强烈不满（这正是
康德、费希特与阳明不同处），认为朱子哲学的结果增大了“理”与“心”的疏离；要求哲学完全以
“心”为中心，从心出发，不重视“性”的概念；真理不再被认为是太极本体，而是强调主观性真理
的意义；与理学偏重本体论的建构不同，更强调实践工夫；不赞成主与客、心与物的分离，而主张心
与物的不可分割性；不强调知识概念，而注重内心体验，甚至神秘体验，以精神生活优于知识性活动
；强调直觉，而不是分析；强调行动，而不是知解，强调参与，而不是观察；终极实在的问题不重要
，注重的是如何为己即为作为此在的个体存在；本体性范畴较少使用，情感性和情绪性范畴有重要地
位；情感本质受到重视，面对人的情感情绪状态而提出的无我之境有了突出的地位，等等。
简言之，从朱子古典理性主义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外向性的立场转向主观性、内在性、主体
性、内心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理学到心学的转向类似于黑格尔后，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Rationalism）到存在
主义（Existentialism）的转向。
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正是不满于黑格尔哲学的大厦无法安心立命而转向人的存在，克尔凯郭尔
的“真理就是主观性”，与阳明的“心即是理”异曲同工；正是从克尔凯郭尔开始，本体的What让位
于实践的How，而存在主义思潮的兴起不正是由于“理性”与“存在”的疏离而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
叛吗？
在存在哲学中，主体性原则取代了客体性原则，心物的对立被消解，情感的本体压倒了知识的本体。
虽然，存在主义哲学家之间差别甚大，但这一思潮的一般特点在阳明心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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