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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儒家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套装全2卷)》上卷所论述的是儒教社会之历史及其史学学术，下
卷则将论述在此儒教历史中和儒学史学环境内形成的儒学学术思想和仁学的伦理精神方向。
上卷的“历史集体性”和下卷的“个人精神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儒学话语形态的对比性。
儒士个人，一方面是儒教制度的职能者或参与者，另一方面则是在孔孟思想影响下成长的独立人格和
思想者。
在儒士的此一双重身份中，我们可以在客观儒教规范和主观仁学信仰之间发现二者既“合作”又“分
离”的一种张力关系。
《儒家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套装全2卷)》下卷将在此张力关系的历史表现中，显示仁学精神
的相对独立作用及其受到儒教制度制约的存在形态。
在此历史张力过程中，仁学既表现出其特殊的历史显现方式，又表现出其独立于特定历史制度轨道的
独立伦理生命力。
历史仁学也就因此展开了广阔的思想实践开放性。
儒教、儒学是根植于人性内部之仁学的历史承载者和表现者，在此儒学和仁学的历史复合体中，仁学
却时时处处流露出其独立的精神存在。
在《儒家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套装全2卷)》下卷四编中，我们将通过儒教社会中的哲学、文
学、史学、政治等历史过程，呈现仁学精神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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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历史卷》、《精神卷》。
本书按照现代跨学科方法论（解释学和符号学），对中国伦理思想史进行了全新阐释，主要目的是通
过区分封建主义历史制度（儒教）和人本主义思想（仁学），突显中国仁学伦理学具有的时空普适价
值。
    本书认为，在古今中外不同学术语境的辩证互动中，中华历史文明显示出特有的仁学人本主义精神
。
这种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由于其人性经验普适性、非形上学传统以及非神话性，具有协调世界上（
以各种神话和超经验性逻辑为基础的）不同信仰传统的理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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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幼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跨文化伦理学
研究。

    作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获得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中国部长达5年的计划资助，完成和发表了面向西
方读者的两卷本英文著作《中国伦理学的解释学研究》。
1998年起，作者在原思路下，重新设定了面向中国读者的全新写作计划。
其头期部分已于6年前以《仁学解释学》为名出版（朗朗书房）。
《儒家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作为该书的“姐妹篇”，却是以多于该书数倍的时间和准备完成
的。
特别是在传统文献学的准备方面，远远超过当初英文写作的规格。

    虽然作者早先的专业为西方哲学，但近15年的主要工作均铺伸于“国学”领域（这是作者在国际符
号学界倡导跨文化符号学工作的一部分），并在国内文史哲国学界发表了重要的阶段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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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再论“儒"字的搭配词我们讨论至此已多次谈到历史名称的字词沿用性及其意义变迁性现象，这是
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主要技术性难点之一。
所以我们在考察历史现象时，须随时识认名称的时代确义。
在此现象中，最关键的就是与“儒”字有关的名称，如“儒家”、“儒学”和“儒教”等。
这三个主要名称的异同之辨，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并不相同。
首先，我们不可能对其进行一般性区分；其次，我们仍然企图继续对其有所辨析。
（1）儒家：其本义和意义范围确定于战国时代，当时与法家和墨家相对而言，在秦后思想史上还与
道家相对存在。
其本义涉及仁爱动机、礼仪方法、尊周立场，等等。
这是一个思想和政治上非组织性的集体性心态倾向。
儒家应该是一个只适用于先秦时代的概念。
后世再以儒家称呼时，是在比喻的和一般性的意义上使用的，即以先秦儒家之动机和风范自期之意。
因此此词偏重于派别性（与其他家派对比下）、主观性、实践性。
（2）儒学：在“学”和“家”均与思想有关的意思上，二者在先秦时代等义。
但当秦后学术活动发展后，“儒学”包含了“儒家方向的学术研究”之意，此处“学”有了“学术”
之意。
“儒学”也就包含了两个意思：先秦儒家思想一般和秦后儒家方向的学术。
此学术包括学问和策术两方面。
就前者言，又包括经史学术和儒教思想表现两方面。
（3）儒教：虽然此词也是历史名词，并且因为儒教的“教”可以兼指宗教和教化（前者可与佛教、
道教对称）而成为两千年历史中的适用名称；但是在我们的解释学研究中，须赋予其一种“现代用法
中的”意涵：用它指示秦后两千年的政治、社会、学术、思想、文化的制度性整体。
其中的“教”，远比宗教范围为宽广，偏重于制度性现象。
其社会性部分相当于一种宗教（天道和祖先崇拜制度），而其政治性部分相当于一种政治系统和政治
哲学。
在文化和思想上不难指出诸相关方面。
但新意涵的关键是政治制度、崇拜制度、策略系统和学术制度，思想和文化则是前四者的结果。
无论是其狭义还是广义，均偏重于客观性、社会性和制度性。
同时，从历时面看，广义的儒教或儒教作为社会政治制度，本身也有一个广义与狭义的区别。
其狭义指秦汉专制制度，其广义还扩及其先秦历史根源，因秦汉专制制度实乃商周千年历史的自然发
展。
用儒学或儒家代表我们所说的儒教，只是一种简称，绝不能将其实义等同于此简称。
董仲舒和汉武帝说的“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都须如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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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家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套装全2卷)》：《儒学解释学》把传统考据学、文献学和现代符
号学、解释学结合，对传统思想史相关对象、课题及其概念和学科，进行全面的再组织和再表述，以
此超越了历来国学、汉学、中国思想史的经验性论述层级，提升了对传统思想的意义和功能描述的准
确性，目前在国内外均属于首创性成果。
作者在广泛的跨学科、跨文化框架内对不同而相关的学术领域课题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对于大多数习
惯于单学科的专家学者来说，有助于其关注邻近学科的观点，对于诸传统学科扩大其方法论视野，具
有一定益处。
《儒家解释学:重构中国伦理思想史(套装全2卷)》的许多具体课题论述如汉字概念语义学分析，传统
学科的结构和功能分析，现代学科（甲骨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和古典学科（“五经”和“
四书”）的有效互动关系，古典哲学和史学的互动关系等等，不论读者的立场和学术背景如何，均可
从中获得相应的启发。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学解释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