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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从朱熹哲学中总结出十个最重要、最有理论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
这十个问题是过去的朱熹研究中未曾提出过的新问题，但是能代表朱熹哲学的基本内容和实质。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论述也是全新的，不同于过去研究朱熹哲学的框架，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解读朱
熹著作，揭示其深层意蕴，发掘其普遍价值，从中得到应有的启迪。
每一个问题都有独立性，但又是相互联系的，并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这也是一部中西、古今哲学对话的著作，既忠实于原著，又能走出历史，与现代的哲学问题对接
，从中发现哲学中的永久性话题。
比如，其中的《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
》，针对将朱熹的理气论视为二元论的流行观点，阐明其中所包含的不同层面的问题，说明只有一个
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两个世界，从而改变了以往套用西方哲学解释朱熹哲学的做法，恢复了朱熹哲学的
本来面目。
又如《如何理解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对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提出新的解释，揭示其中所具有的很强的现实意义，为“多元一体”的
文化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再如《存在与价值能统一吗？
》，论证了存在与价值的统一。
这是西方哲学长期争论的问题，朱熹从生命哲学的立场予以解决，是对人类哲学的一大理论贡献。
《心是什么？
》对朱熹的“心体用说”作出与牟宗三先生完全不同的解释。
牟说在学界影响很大，他以朱熹的心为认知心，心与性只是撗摄式的认取关系；我认为心有体用，其
体即性，其用为情为知，不可离心体之性而言知。
我又提出“合说”与“分说”的问题，解释了朱熹的一些看似矛盾的说法，而不至于将朱熹所说的心
误解为仅仅是“知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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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讨论了朱熹哲学中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十个问题。
这些问题是以往的朱熹研究未曾提出或很少涉及的，虽各自独立却又构成有机整体。
作者从问题意识出发，重新解读朱熹，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揭示朱熹哲学的深层意蕴并与现代哲学展
开对话，提出许多新见解。
在朱熹哲学的庞大体系中，很多看似矛盾的说法，经过重新解释得到了化解；有些当代哲学争论不休
、未能解决的问题，朱熹早以自己的方式予以解决；有些被认为是保守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的议论和
观点，实际上是生命哲学中关系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
本书以中西比较、古今贯通的方法，进入历史而又超越历史，透过历史语境，揭示朱熹哲学这一富有
生命力的永久性的话题，从生命体验的角度，进行理论疏解，使之面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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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1938年生，甘肃庄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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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著作有：《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中国心性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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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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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格物”?　第四节　公与仁与万物一体第十章　何谓真善美的境界?——“心与理一”说　第一
节　何谓“心与理一”?　第二节　诚与真的境界　第三节　仁与善的境界　第四节　乐的体验与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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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人说，中国哲学包括朱子哲学缺乏超越意识。
这要看从哪种观点去说。
如果从两个世界的观点出发，将超越说成“超绝”，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是两个决然不同的世界，那
么，中国哲学包括朱子哲学确实缺乏这样的超越。
朱子哲学并没有许诺这样一个超绝的精神世界或观念世界。
但是，如果从一个世界的观点出发，将超越理解为在事物之中而又有超越性意义，则中国哲学包括朱
子哲学并非没有超越意识。
无论从形而上的观点看，还是从本体的观点看，无形而有普遍意义的理对于有形有象之物就是一种超
越。
只是这种超越，并非另一个独立的世界（本体界），而是同一个世界中的不同层面。
正如人有神形、心身关系一样，二者虽有区别，身以心为主，形以神为主，却不能说精神独立于形体
而存在，心灵独立于身体而存在。
心身合一、神形合一是中国哲学包括朱子哲学的根本特征，这也是一个世界的理论的根本特征。
　　通常人们所说的“超越”意识，是以两个世界的理论为前提，认为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终极性
的理想世界。
它批判一切现实世界，包括批判一切传统，追求想象中的理想世界。
尽管这个世界永远无法实现，却值得追求。
但是当其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冲击（如科技的成就和形而上的衰落）时，便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既然没有超越的理想世界，那就在现实世界中尽情享受吧，于是，人也就变成“物化”的人。
朱子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超越意识，以一个世界的理论为全体，是一种自我超越，即人类不离现实而又
超越现实，追求一种理想境界。
这种理想境界不在另一个世界，就在现实世界之中，是能够实现的，但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人
类就处在这一过程之中。
一方面，人要正视现实，尊重传统；另一方面，人要自强不息，不断完善自身，实现天人合一境界。
人类的存在价值就在这里。
　　这一学说的重要性在于，在朱子看来，人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两个分裂的世界（即一
个虚幻的现象界，一个真实的本体界）。
世界的存在虽然有其本体论的依据，但是，“大化流行”、“生生不穷”才是世界的真实面目。
“大化流行”、“生生不穷”正是本体的显现。
这一学说对于认识自然界、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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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熹哲学中蕴涵着独特的生命智慧，其中又有普遍意义。
解决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是其宗旨。
人不是孤立的主体。
人是与自然界的内在统一的德性主体，不是与自然相分离的认识主体，人生的目的是实现真善美的境
界，不是满足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境界所体现的是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生命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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