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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秀昌教授组织了这一套“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
他很谦虚，一定要我当主编并写几句话。
因秀昌是我的老朋友，不便推辞，姑且说几句吧。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国势日颓，清廷腐败无以复加。
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近一百七十年来，特别是近百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面临东西方列强的瓜分豆剖，中国战乱连连，社会解体，一盘散沙。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百年以来的中国思想的主轴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是中国百年
以来的最大呼声和主要趋势。
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家受到很多误解、误会，人们往往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来承担中国
落后挨打的责任。
中国走向了一条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更新之路，儒学渐趋没落，儒学处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百年儒学中，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方东美、钱穆、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
、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现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贡献很大，他们重新确立了中华
文化的精神方向。
以上各位的学术思想十分博大，他们之间也有不少差异。
二十年多年以来，方克立教授、汤一介教授、李锦全教授等学术界前辈不断推动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
和人物的研究，学者们活跃了关于文化、思想、学术的思考并提出了诸多新同题，配合学界其他学者
与其他讨论，萌生了一些问题意识，取得了不少思想成果。
1.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
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东亚现代化不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传统与现代不仅仅是单线递进的关系。
东亚诸国的现代化有自身的内发性，是在世界与东亚、世界与中国互动背景下自身的调适与发展的历
程。
东亚现代化有自身的精神、制度、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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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次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着重考察了冯友兰中国哲
学史方法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详细分析了他的哲学史方法论与其哲学观、哲学史观的内在联系，并
揭示其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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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理事，中
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学术研究会理事，河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老庄道家研究、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以及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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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冯友兰看来，哲学（史）的内容或问题是共同的，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
争和统一，但是在不同民族的哲学史中，在同一民族的哲学史的不同阶段中，这个斗争和统一具有不
同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正是在各民族哲学史的极其丰富内容和变化多端的形式中，充分表现出哲学史的根本原则。
从总体上看并不错误，但是，如果从对各民族哲学史的研究最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说明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的方法和原则的正确性，这就存在了偏失。
好在冯友兰非常注意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救治这种偏向。
他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决定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情况，阐述
了中国哲学史的四个特点。
照冯友兰看来，中国历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很长，二是近代没有一个正式
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阶段。
由于中国社会未正式进入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也没有与之相应的相当发展的自然科学，所以中国哲
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和跟它相对的唯心主义，具有素朴的性质。
这是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个特点。
由于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不发展，所以，中国哲学史中的辩证法始终处在自发状态，与之相对立的形而
上学也未跟自然科学相联系。
这是中国哲学史中的第二个特点。
中国哲学史的第三个特点是，中国哲学家的观点是跟他们的社会、政治、伦理等观点紧密相联的。
中国哲学史的第四个特点是，认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中不占主要地位。
如果跟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看法比较，可以说，后两个特点是旧有的，前两个特点是新增
的，表明了冯友兰哲学史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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