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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神州大地风雷激荡，海峡西岸春潮澎湃。
福建师范大学省重点高校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与大家见面了。
本文库以坚持、发展和弘扬马克思主义为宗旨。
这既是神圣的使命，又是历史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问世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尽管她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围攻、谩骂、禁锢、歪曲⋯⋯但仍顽强
地成长、广泛地传播、蓬勃地发展；尽管也有成百上千种理论、学说来与之较量，企图取而代之，但
都无法得逞。
苏东剧变虽然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但无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
马克思主义者在认真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后，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更纯洁、更成熟，朝着更健康
的方向发展。
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风云人物”的网上评选。
结果，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得票高居榜首。
中国共产党人80多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开创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贫困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中国。
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庄严宣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
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且以极大的决心和气魄，在全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的宏大工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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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西哲学的渊源、发展脉络、哲学史观等进行了比较。
作者借用张世英先生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两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的观点，将“天人合一”
与“主客二分”作为重要视角，对中西哲学进行了论述和分析。
文章从中西哲学史人手，探讨了中西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以及相互交流的几个阶段，从不同侧面
对中西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审美观等各个领域进行比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

作者简介

林可济，1933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
1950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
1954～195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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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若干特点’第五章  中西哲学在历史上的交流  第一节  中国哲学在西方的传播及其影响  第
二节  西方哲学的传人及其影响  第三节  中西哲学交汇后引发的几场大论争第六章  西方学者心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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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任继愈：关于老子研究中的中西哲学观  第四节  张世英：近30多年来，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第
八章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  第一节  中西哲学的比较实质上是不同时代的比较，是古代与近代之
别  第二节  中西方人在“实现自我”的方式上的差异  第三节  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若干比
较(上)  第四节  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若干比较(下)  第五节  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
若干比较第九章  中西哲学在现代的融合与会通  第一节  季羡林先生关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的论述  第二节  “李约瑟难题”再思考：现代自然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
  第三节  实现中西哲学会通的两种路径  第四节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诉求第十章  余论：
哲学与人生——兼谈科学、道德、审美、宗教四者关系  第一节  人生的四种境界  第二节  理性与信仰  
第三节  中西哲学对真善美之不同理解  第四节  科学与宗教、美育与宗教的复杂关系  第五节  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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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哲学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汉朝以后，就出现了儒、道、佛三家并存的局面。
它们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相互吸收。
在唐朝还出现了三家合流的独特景象，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很罕见的。
许多学者指出，与西方人相比较，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太
浓厚了。
中国文化早在在殷周之际，就完成了从宗教向世俗的转变。
孔子继承、总结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以“仁”为纲，较完美地177I答了本该宗教来回答的关
于神、人的地位的问题，而欧洲自马丁’路德新教改革以后，从天国向人间的转变才开始。
中国文化的早熟性给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优点与不足。
这里附带说一下，中国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有着教化的功能。
所以，有的学者把儒家学说称之为“儒教”。
当然，也有的学者不赞成这个说法。
笔者是其中之一。
笔者认为，儒家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还是不宜混为一谈。
中国的士大夫中，有人可以醉心于道家学说，或佛家学说，但并不一定去履行道教或佛教的那一套教
规，他们并不是道教徒或佛教徒。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中不仅出现了儒、道、佛三家并存的局面，而且儒学与道学长期并存、相互补充
的实际，势必对古代士大夫、文人的心理结构的形成、人格的铸造与行为的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土壤上生长的士大夫、文人，他们一方面以儒家的积极人世精神，步人仕途，以
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之价值；另一方面，又以道家超越功名利禄之淡泊胸怀，心游于无穷，以1771归
于物我统一的精神家园。
两者互相补充，在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处境，各有各的作用。
闻一多在论及诗人孟浩然时说：“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
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
，永远矛盾着，冲突着。
”①闻一多的话讲出了中国古代一般读书人的人生公式和必由之路：由学而仕，由仕而隐。
仕与隐的矛盾，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说，反映着儒与道的矛盾。
儒、道两家虽然都既讲实，又讲虚，但儒家的重点在实，道家的重点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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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校对完此书的全部书稿后，既有一种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愿望的欣慰之情，更有一种还需要继续
探索的紧迫之感。
因为中西哲学比较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有着相当的难度。
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它的内涵并进行深入浅出的阐述，以我的学养而言，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笔者并不打算对之做全方位的论述，而只是选择了一个适合于进行比较的视角。
这个视角就是“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
因为“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作为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模式，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哲学
与西方哲学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
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是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在许多方面产生种种差异的关键所在。
本书正是从这个视角来观察中国哲学、观察西方哲学，并进而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别。
这就是笔者把书名定为《“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又以《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要视角》作为副
标题的用意。
至于这个想法是否在书中得到贯彻，那要靠广大读者的检验与评判了。
当前，许多学者都有“出书难”之感叹，对于笔者而言，更是如此。
幸好，此书脱稿后能够被列入福建师范大学省重点高校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
之中，得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此特向“文库编委会”的有关领导的及时支持表示感谢！
还要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王绯主任的周到安排和责任编辑关晶焱女士的辛勤劳
动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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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要视角》：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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