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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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熊十力哲学研究>>

内容概要

熊十力是五四以来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少数几位哲学家之一，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中心开启性人物，是
现代新儒学形而上系统的奠基者。
他精进健动的人格和深湛睿智的思考对当代思想家有着极大的感召力，其汲汲一生苦心经营的哲学体
系也成了时下学者反思与悟解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内核的最为切近的参照性资源。
    本书系统而深入地评介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从中国现代哲学波澜起伏而又复杂多样的背景出发，
对“新唯识论”的理论渊源及其演变过程做了全面而细密的分析，梳清了熊十力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化
思潮及近现代佛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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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1957年10月生，1982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4年12月于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85年3月至
今在深圳大学任教。
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主要著作：《熊十力》（专著）为“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一；《梁漱溟评传》（专著，合作）为“中
国大师丛书”之一；《当代新儒家》（编著）；《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编著）等。
曾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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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总序导论  儒学的复兴  一、何为新儒家？
  二、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定位  三、20世纪儒学运动的迁延与转折  四、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化形
态  五、儒学复兴的时代意义第一章  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  一、传统与反传统  二、文化保守主义  三
、中国哲学的重建  四、本体论：生命的投注第二章  “新唯识论”源流探析  一、早期著作《心书》  
二、“深叩内典，专攻唯识”  三、从《唯识学概论》到《新唯识论》第三章  近代唯识学复兴的最后
归趋  一、由佛转儒：对唯识学的检讨  二、创造性转换：唯识学的中国化  三、现代佛学的一大公案  
四、“新唯识论”在近现代佛学中的价值和意义第四章  体用观的形而上终结  一、体用释义  二、中国
哲学体用论的源与流  三、对体用观的批判性梳理  四、体用不二论第五章  本体论架构  一、空：扫相
证体  二、翕辟大化论  三、即用显体与摄体归用第六章  量论索迹  一、比量与证量  二、心本论  三、
默识证会第七章  现代三圣：熊十力与梁漱溟、马一浮  一、熊、梁异同论  二、熊、马之交第八章  熊
十力与柏格森  一、遥相辉映  二、生命本体  三、创化与翕辟  四、直觉与默识学术行年简表参考文献
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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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属于纯观念的“体”，在先秦典籍中尚不可见，它的出现和哲学体用观的形成在逻辑上应该是同
步的。
所以，尽管惠施之“历物十事”.中，有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命题，但这句话里的“体”
基本上属于延伸意，即主要从一多关系和同异之辩的角度立论，与《荀子》所言“万物同宇而异体”
的“体”字，层次相近。
而真正纯观念的“体”，可能是魏晋玄学中才开始出现的。
如王弼（老子注）“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这里的“体”便完全脱开了形与象，遁形寓于万物之中，而与借形以明无形之理的象征性之“体”，
已有根本的不同。
所以，它是象征性之“体”的进一步发展，已基本上具备了哲学本体范畴的意义。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纯观念的“体”是具象之物的“体”向抽象意义的“体”转化的最高形式。
　　总之，“体”的比拟意大大拓展了概念的外延，使其蕴含更加丰富。
由形而下的器之体升进为形而上的道之体，既包含了具体与抽象的关系，也有了隐与显的区别。
而从隐显问题，又必然地导出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以及动与静、常与变等问题。
当然，这些哲学范畴自有其本身所面对的意义世界，以及独特的思维内容和演变过程，但从词源上来
讲，它们的确与“体”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逻辑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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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系统而深入地评介了现代新儒家学派的中心开启性人物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对“新唯识论”
的理论渊源及其演化过程作了全面而细密的分析，基本上勾勒和展现出了这位具有真情实感的中国现
代哲人的完整形象和迷人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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