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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体知与人文学》是基于一次学术会议的讨论而编成的文集。
“体知”很可能不是一个新词汇，因为由之构成的两个汉字含义清晰，配搭顺便，且其意义容易被直
观。
但它作为一个探讨中国哲学的概念，则是经杜维明教授的精心阐发而传播开的。
《杜维明文集》第五卷中有不少篇章展现他在这方面的深刻思考。
　　概括的说，体知这一源于中国思想传统的概念，它由（身）体与（心）知组合而来，涉及到对中
国哲学中天人、身心、知行等等重要问题甚至是对整个中国哲学特质的理解，同时，也同欧美由现象
学哲学带动的有关身体知识或身体观的研究，遥相呼应，是一个在当代思想学术背景下有待深入发掘
的课题。
与之相涉的学科不仅有伦理学、宗教学、美学等传统人文学科，新近的探讨也指向政治学、社会学的
基础问题。
所以，有必要把它放在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考察。
　　这本文集的具体论题多集中在运用体知概念对中国传统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分析上。
儒家从先秦到宋明均有论列，多数论文的焦点指向儒家以德性为主轴的身心观上。
其中，阳明心学尤为这种讨论的热门对象。
道家系统方面基本上只论及庄子与王弼，但庄子哲学中关于身心关系的反思既深入且丰富，王弼提出"
体无"，更是把体字当动词使用，并把它同本体论联系起来的思想家。
儒道合起来看，更能显示体知概念对说明中国哲学特质的重要性。
当然，这一讨论并没有封闭于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内，西方哲学中从康德到波兰尼关于认知的观点，
也被纳入比较分析的视野。
不仅如此，还有借鉴现象学方法论述中国哲学心性论问题（如羞耻感）的文章，以及以身体为中心，
讨论时－空定位性质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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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知与人文学》是基于一次学术会议的讨论而编成的文集。
“体知”很可能不是一个新词汇，因为由之构成的两个汉字含义清晰，配搭顺便，且其意义容易被直
观。
但它作为一个探讨中国哲学的概念，则是经杜维明教授的精心阐发而传播开的。
《杜维明文集》第五卷中有不少篇章展现他在这方面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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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少明，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兼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
从事中国思想史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儒学的现代转折》（辽宁大学出版
社92年版）；《被解释的传统》（第一署名，中山大学出版社95年版）；《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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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知音、知乐与知政：儒家音乐美学中的“体知”概念 从屈原和楚文化的认知特色试论老庄的自
然哲学 “通”的体知——本体·工夫·境界：《庄子》思想的身体之维 “辩示”与“重温”——荀
子体知观念的一种了解“体无”何以成“圣”？
——王弼“圣人体无”再解 “慎其独”、“慎其心”与“慎其身” 大体与大心 王阳明在休谟主义与
反休谟主义之间：良知作为体知=信念/欲望（Besire）≠ 怪物（Bizzare）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良知何
以是体知 明耻——羞耻现象的现象学分析 关于“羞恶之心”的伦理现象学思考 康德论“通常的人类
知性”——兼与杜维明先生的“体知”说相比较 责任与体知 穿衣之道——诸子争辩的一个话题 亲属
、身体、血缘与象征——亲属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初探 视觉中心与外在对象的自返同一性 附录：
“体知与人文学”学术讨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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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国传统人文学中的“体知”　　“体知”是杜维明教授长年涵泳于儒家生命智慧体贴所得，
体知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人文学中可以找到丰富的思想资源。
对此，多位学者尝试打破现代人文学科的生硬分界，在中国传统学术框架内从多元的视角对体知概念
作出多方位的诠释。
　　（一）中国传统人文学的独特认知方式　　“体知”的概念包含着“体”与“知”两个诠释的维
度，首先，它是作为中国传统人文学独特的认知方式而成立的。
　　陈昭瑛教授从音乐美学的角度对儒家传统中的“知音”体验作了文献和意涵上的分梳。
她认为，知音者不限于“知”音律技巧，而主要在于“知”音乐所表现和模仿（或反映）的内容，以
及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
在知的过程中，知者和被知者的身心能够达到一种相互感通的状态，从而感知到融人音乐的全新自我
，这就是所谓的共鸣现象。
通过隐喻的方式，儒家在“体知”的基础上将音乐与人事，特别是与政治上的功德之间建立了联系，
在乐舞中辨识政治人事，并进行政治上的批评，以期实现知音、知乐而知政的目的。
　　梅广教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选取楚文化为研究模型，详细阐述了先秦时期楚地文化的
认知方式和宇宙论思想。
他认为，古代中原文化对于天的认识是建立在宗教（上帝）、历数及其崇高性意义上的认识，虽然具
有丰富的人文和道德含义，却开不出宇宙论的哲学思维，先秦儒墨两家概莫能外。
与此不同的是，由于没有类似上帝的观念，楚文化得以远离神权政治，从而涵容了中国早期的宇宙论
思想，屈原之屈赋和老庄之道家思想就是杰出代表。
在楚文化频繁的祭祀活动中，神与人是共同生活而互相体认的，这种独特的宇宙论认知模式及其人神
相亲的浪漫色彩，正是先秦人文精神跃动的体现。
　　东方朔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以荀子为考察对象，着力发掘中国古代“理性主义”（或称经验
主义）传统中的体知观念。
通过引入伽达默尔等人的西方解释学理论作为参照，林教授认为荀子所强调的辩说本身既是知性之认
知，同时也是对先王之道、礼义之统的亲历和重温。
荀子辩说言必称礼义，目的就在于为同时代的人们培植和造就作为先王之道这一历史真理的普遍感觉
，即共通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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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音、知乐与知政　　良知何以是体知　　大体与大心　　羞耻　身体　道德　　康德论“通常
的人类知性”　　指尖之间的“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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