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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儒家诠释学》一书从“本体诠释学”的角度，来重新阐明明末清初儒学（刘蕺山、李二曲）与
现代新儒家哲学（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成中英）的体用论与心性论，追溯当代儒家哲学的问题
来源，展开当代诠释从而丰富其内涵，期待儒家哲学可以面对当代社会与文化的多重挑战。
　　传统儒家的体用论、心性论如何开出当代的致用之学？
在多元性的社会文化之中，道德主体如何可以开放给生命存在与生活世界的全体大用，避免落入泛道
德主义的主体独断论之中？
此中的回应之道，例如在李二曲与熊十力那里，他们从体用来讨论心性，就已经呈现出极大的当代活
力，此一活力在成中英等人所倡导的“本体诠释学”之中，达到一个理论与实践上的高峰，本书就此
加以解明。
　　在以上思想主轴之外，本书也在新儒家心性论与体用论互相交涉的向度之中，讨论朱子的心统性
情与蕺山的心之性情的争议，厘清新儒家哲学具有本质意义的一个讨论。
又，本书探讨了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与易学体用论，从易学体用论的反思，重新来讨论熊十力到成中
英的易学诠释发展以及儒佛会通的当代课题。
　　本书我采取本体诠释学的进路，尝试使儒家的心性论在当代社会之中能够具有真正的开放性，建
构儒学传统在当代发扬光大的理论基础。
如此，不仅能够使儒学在社会文化中具有跨界沟通意义的当代开展，同时也能克服全球化声浪中的西
方社会的文化危机和价值上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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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取本体诠释学的进路，使儒家的心性论在当代社会之中能够更具有开放性，建构儒学传统在当
代握手光大的理论基础，不仅使儒学在社会文化中具有跨界沟通意义的当代开展，同时也春服了全球
化声浪中的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和价值上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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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根据  导论  第一节  刘蕺山以“心之性情”反对朱子“心统性情”的理论背景之分析：蕺山慎独说
的发明与诚意说的精熟  第二节  论刘蕺山以“心之性情”反对朱子“心统性情”的理论根据  结论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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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用)”交涉的理论向度与易经哲学的本体诠释学  第一节  儒家心学之重检  第二节  朱子论“心统性情
”与“易体”的交涉  第三节  从朱子的心统性情到蕺山的心之性情的一个本体诠释学的考察  结论附录
 成中英哲学思想发展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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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了解成中英先生所说的“本体诠释学”，必须先了解他自己对于“本体”的意义之解释，以及
他提出“本体诠释学”一语的理论背景。
成中英先生所说的“本体诠释学”的“本体”一语显然是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来自于《易经
》，而非承自西方传统哲学的存有论（Ontology，Ontologie）。
成中英之所以提出“本体诠释学”，受海德格尔（M.Heidegger）影响甚深。
西方哲学的Ontology在民国初年被翻译为“本体论”，但是，西方传统哲学的Ontology被海德格尔批
评为忽略了存有学差异，从而是遗忘了存有本身，简言之，西方传统哲学的“存有论”是以不同的方
式，将“存有”了解成“最普遍者”，例如柏拉图的观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康德的先验主体等等
，这些了解都是从存有者的角度、存有作为既已表象者（既已开显者）的角度来掌握存有，从而忽略
了存有本身是即开显即遮蔽。
海德格尔存有思想就此一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缺失加以补救，补救之道略而言之：1927年《存有与时
间》，海德格尔尝试以“时间性”和“实存”的角度来阐明“存有的意义”；1930年以后，海德格尔
阐明“无”的重要性，脱离表象性思维来重新思考“真理”和“语言”的问题，并从“本成”的角度
来重新思考“存有学差异”。
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除了来自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易经哲学）的影响之外，不可忽略海德格尔
的存有思想，以及海德格尔的学生迦达默尔（H.Gadamer）所发展的“哲学诠释学”。
可以说，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是一种中国哲学的“哲学诠释学”，进行中国哲学的当代诠释，阐
明中国哲学的本体理解，其目的在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也借此超越海德格尔所批评的西
方哲学“存有遗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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