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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虽是研究世界、社会、人生的学问，而哲学家却往往只是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所以就有维特
根斯坦晚年的哲学挠痒说。
人生有一种痒，即对自己生存背景及生命本身都“想”有一种确定性的理解，这“想”的过程其实也
就是心里发痒的过程，为了止住这人心的痒，于是就有了哲学这种痒痒挠。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不能读书，但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世界人生的痒并非从读书而来，正像金岳霖说
的那样，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一种人可以叫做“哲学动物”，你把他关进监狱，他还是要
思考哲学。
我大概就是这动物世界中的一员吧！
20世纪末，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冯学会上，我中午和余敦康先生同桌就餐，中江先生依然是一副
轻松可爱的斗鸡相，瞪着眼挑余先生的话茬。
余先生突然发话说：“你们知道怎么做冯先生的好学生吗？
我把他送进棺材时他说：要想当我的好学生就要超过我。
你敢吗，王中江？
”然后环视着对我们说：“你们都要敢做自己的哲学家，这才是冯先生的好学生。
”在回郑州的路上我和秀昌先生讲：“其实余先生说得非常简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哲学家，随性所
至地写下去，死而后已罢了。
”此后我就来了一个大而无当的灵感：用“秩序与自由”解读“儒道互补”。
这个想法两个月后得到崔大华先生的肯定，随后又得到方克立先生的极大赞赏和鼓励。
国家课题立项后，就此“大胆的假设”开始“小心的求证”，其过程之艰难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可国家课题是有期限的，延期了一年，第二年又只剩下一个季度，国家规划办在网上催，河南社会科
学院有关领导也当面催，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把自己颇喜欢的一些散金碎玉像当今的礼品店柜台小姐
做包装一样，努力弄成七级楼阁，让它如题所言，至少表面看起来像是一个“理论结构”并且有“现
代价值”。
2006年底将课题成果呈上去，谢天谢地，评审专家们不知被我的文字拨动了哪根心弦，大多打了高分
，顺利过关了。
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塔西雅娜女士打来电话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些资料啊！
以我的名义写份报道。
”我说：“五位专家评委的评审意见都匿名反馈给了我，我抄给你你看着办可以吗？
”她说：“OK！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三份2007年12月18日的院报，第四版上有塔西雅娜女士的手笔，报道我这个
课题结项了。
我很高兴专家们不管是赞美还是指正，都是很负责、很认真地说着学术话，没有什么大而空的官腔，
塔西雅娜女士简练地概括了专家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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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实际上是怎么样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当代视点的问题。
从“秩序与自由”的视角来观照传统中国的“儒道互补”问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秩序是文化形态的理性外现；自由是文化持续的基本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存续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她拥有独特的秩序形态和自由动力是自明的。
本书的目的是揭示以儒道互补为主的中国文化形态和哲学理念在社会结构平衡和历史动态平衡中生效
的内在理路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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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钱、杨的翻译在倾向性上是有所不同的，钱突出的是“道”，杨突出的是“像”。
在语言学的意义上，钱的翻译暗含着一个对“道”的解释，杨的翻译却暗含着一个“摹仿”的对象。
胡、冯的解释，有明显的逻辑化解释向度，逻辑化也就是形式化。
但二人似乎均未对这一语词形式进行逻辑分析。
冯进一步提出了“定义”问题，引进了他后来在《新理学》中一再申述的“物之所以为此物者”这一
关于“理世界”存在的基本认证方式，但在此没有对这一词项进行形式的展开。
为了深入思考孔子思想所内含的逻辑结构，我们这里可以先抛开对话的具体内容，作一次纯形式的逻
辑分析。
如果逻辑确实是哲学的结构，那么这种分析就是不可避免的。
否则，我们就无法在中国哲学中确立逻辑清晰的原则。
当然会有人说，中国哲学并不以逻辑见长，逻辑分析方法也不见得有益于当代中国的哲学事业。
中国哲学没有清醒的逻辑意识，如果对中国哲学的词项进行彻底的逻辑分析，是否会使它变了味呢？
对于这样的提问，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第一，如果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语言只有在它的境域中才有
明确的意义。
如果我们执守于这样的原则，那事实上不仅会取消哲学，也会取消历史。
第二，中国哲学是有不注重逻辑清晰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语言可以不遵循逻辑。
非逻辑的语言不是语言。
即使取福柯对疯癫的分析取向，疯话仍然是在压抑中的逻辑，而不是它在表面上的非逻辑。
第三，如果说逻辑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不可避免的话语方式，那就意味着中国语言进而中国哲学中实际
上蕴涵着自己的逻辑。
如果传统没有把它凸显出来，那正是我们应该努力克服、使之进步的时代要求。
所以，作为胡、冯特别是金岳霖先生的后学，我们的口号毋宁是：把逻辑分析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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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除非你为了东拼西凑评职称，搞研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生出来孩子固然让母亲欣喜，可那怀胎的艰辛和分娩的痛苦是不可与局外人道的。
更为糟糕的是，当书稿将要付梓时，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这本书是制度化剖腹产的结果，并非自然
的降生。
这未免让人在些许欣喜的同时触摸到隐隐的惆怅。
无论如何，学者能出书总是一件好事。
我得说出为它打上种种胎记的记忆，这既是义务，也是良知的呼唤和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我终于如愿来到了本该在八年前就来的哲学所。
当时崔大华先生的《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正在排印出版，我正好可以借
帮崔老师校对的机会认真先睹为快。
90年代是我们哲学所的黄金岁月，我们几个人自然而然地常常凑在一起辩论我们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
。
一向不苟言笑的崔老师戏称说我和王中江、刘怀玉、高秀昌像是个“四人帮”，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试
着对号入座一下，以资谈笑。
因为我们确实是体制性学术团体中一个更为志趣相投的学术圈子。
与他们三位不同的是，我不曾受过严格的哲学专业训练，自以为年龄最大，学问最小，但能聊忝末后
，这是我的荣幸和福分，我的学术蜜月。
后来我们索性和我院文学所的何向阳、郑州航院的张宝明等组成了一个读书会，共同选定一本书，大
家先读，然后讨论半天，讨论后在一起吃顿饭，用轻松的方式继续未尽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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