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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回顾20世纪哲学经典之成就的取得，有两点十分突出；第一，现代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无不以
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历史为参照的背景。
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自不必说，即使最具传统特色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他们的哲学问题意识
也都爱到西方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
形态虽属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
西方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西方哲学已经成为现代哲学学科的基础，学
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
而深入了解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而深入了解西方哲学和世界
其他哲学，将促进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
第二，现代中国的哲学体系的创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建立积极的关连。
正如陈寅恪所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
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
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
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熊十力的新易学、染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新实在论、张岱年
的新唯物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自觉地与中国古典哲学相接应，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相结合，20世
纪在构建哲学体系上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皆是如此。
    本系列的编选尽量以突出其哲学思想为主，名著和名篇并重。
编选力图与已有选集有所不同，体现出编者独到的选读眼光和安排构思，从而使得本系列在突显这些
学者对20世纪中国哲学创作与研究贡献的同时，亦以提供本系列编者的独到解读为特色。
    近20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
这一研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开始的。
门户打开以后，海外学者，首先是海外华裔学者，继而是境外港台两地学者纷纷来内地讲学，接着，
他们的论文、著作陆续被引进。
这当然只是外缘。
内在的原因，则是内地学者反思“五四”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伤
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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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用彤（1893年1964年）字锡予，湖北黄梅人，生于甘肃通渭。
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汤用彤先生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对魏晋玄学的开掘，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的确立打通了
难关，受到国内外汉学，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
学论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书中许多论点被视为不刊之论。
　　先生自谓“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其对佛教文化的钟爱与故乡浓厚的宗教气息或不无关联。
　　用彤先生父亲汤霖，字雨三，为光绪十五年进士，平生致力于汉学，对用彤先生之影响很大。
1908年就学于北京顺天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1911年入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并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期间，由于才
学出众，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1922年回国，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1925年任系主任。
1926年因东大学潮，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1927年再回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
1931年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自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8年任北大参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
理教育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5年代理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任北京大学文
学院院长；1949年1月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1951年10月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直至1964年病逝。
　　汤用彤先生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对魏晋玄学的开掘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的确立打通了难
关，受到国内外汉学，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
论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书中许多论点被视为不刊之论。
先生自谓“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其对佛教文化的钟爱与故乡浓厚的宗教气息或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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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著作篇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一 佛教玄学之滥觞（三国）　　二 两晋际之名僧与名士　　
三 释道安　　四 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　　五 鸠摩罗什及其门下　　六 释慧远　　七 佛教之南统　　
八 佛教之北统　　九 竺道生　　十 南方涅槃佛性诸说　　十一 南朝《成实论》之流行与般若三论之
复兴　　十二 北朝之佛学　　十三 跋　魏晋玄学论稿　　一 读《人物志》　　二 言意之辨　　三 魏
晋玄学流别略论　　四 王弼大衍义略释　　五 王弼圣人有情义释　　六 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　　七 
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　　八 谢灵运《辨宗论》书后　　九 魏晋思想的发展论文篇　评近人之文化研
究　叔本华之天才主义　印度哲学之起源　唐太宗与佛教　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　隋唐佛学之特点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　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　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　读《道藏》札记　
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　附录： 论著要目　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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