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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与现时代》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独特的问题意
识、价值理想、话语系统、理论体系和学术传承，而在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与现时代》以中西、古今的文化交融为背景，着力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精神
及其现代境遇，主体内容分为五部分，前四部分分别从终极探求、伦理规范、政治哲学、知识与德性
等方面阐发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理念及其现代意义，最后一部分则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语境下
转型与创生的几个典型个案。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与现时代》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终极探求、儒学差异思想、儒学知识化维度及儒学
道德涵养论等的论述，集中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精神、思想特色与现代意义，在中国传统哲学
的现代诠释与现代转化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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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祥俊，1966年7月18日生，汉族，安徽省合肥市人。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
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汉代哲学、宋代哲学、现当代中国哲学。
出版专著《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道通于一：北宋哲学思潮研究》，合著《中国哲学概论》、《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等，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发表学
术论文50余篇。
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北宋哲学的学派冲突与问题争论”、“南宋哲学的学派
冲突与问题争论”、“秦汉时期基本价值观的确立与演变”，入选教育部2008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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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终极探求与差异存在一 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终极探求1.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本体论问
题2.中国哲学的终极探求及其理论特色3.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发展二 儒学差异思想阐微1.差异和谐的人
伦观2.差异一统的天下观3.差异一体的自然观4.差异本体论三 庄子的多元主义思想1.以性多元论消解道
一元论2.多元论基础上的真理观3.多元论视野下的一多、群己关系第二章 伦理谱系与自我认同一 儒学
的人伦关系规范与自我认同1.自我对儒学人伦关系规范的认同2.儒学人伦关系规范中的自我地位认同3.
儒学人伦关系规范中的自我德性认同4.人伦关系规范优先与自我定位意识5.儒学入伦关系规范中自我认
同的反思二 儒学人伦原则的现代开展1.儒学人伦的根本原则2.儒学人伦传统的近现代境遇3.推进儒学人
伦原则当代开展的思考三 儒学人与自然关系论探析1.天人之际与人物之辨2.差异一体3.爱之有序，用之
有度4.成己成物，参赞天地化育5.知有本末第三章 民本、礼治与社会公正一 中国传统民本论中的民权
思想1.民众是君主、官吏权力的来源2.为民服务是君臣的职责3.民众对于暴君、昏官具有革命权4.政治
行为要接受民众舆论监督二 中国传统民本论中的利民措施1.发展生产、重农抑商2.抑制兼并、爱惜民
力3.节制用度、减轻赋役4.整顿吏治三 纲常与中国传统政治1.纲常存在的社会基础2.纲常的政治作用3.
传统政治中的纲常影响四 儒家的“均富”思想1.儒家“均富”思想的理论演进2.儒家“均富”思想的
实践途径3.儒家“均富”思想的价值追求4.儒家“均富”思想的当代意义五 儒家礼学的现实困境与当
代开展1.儒家礼学体用论阐微2.近现代儒家礼学现实困境反思3.儒家礼学当代开展的构想第四章 知识增
进与德性涵养一 儒家经学与中国传统政治1.儒家经书概论2.儒家经学的历史演进3.儒家经学与中国传统
政治二 先秦儒家道论与汉代经学的兴起1.孔孟之道的实践精神2.荀子道论的知识化倾向3.《易传》的道
、意、言关系论4.董仲舒的名号论与辞指论三 为道与为学:儒家经学演进的内在张力1.儒家经学中为道
与为学的意义分疏2.儒家经学为道与为学关系的历史演进3.近现代儒家经学为道与为学关系的建构4.为
道与为学关系的重构与儒家经学的当代开展四 儒学的知识化维度及其当代开展1.儒学的知识化维度及
其历史发展2.儒学知识形态的内涵及其现代境遇3.从知识化维度看儒学的当代发展五 言意之辨新诠1.意
不可言传与不言之言2.立象以尽意与以意逆志3.得意忘言与欲辨已忘言4.言尽意、言不尽意与意不尽言
六 儒学道德涵养论的思想内涵与现实意义1.儒学道德涵养论的历史演进2.儒学心性情论模式下的道德
涵养3.儒学道德涵养的实质内容及相关问题4.儒学道德涵养论的现实意义第五章 现代语境中的传统转
生一 近现代儒学仁、礼关系论反思1.抽象继承法与仁体礼用2.内圣开出新外王与仁体新用3.政治儒学与
仁礼分立4.道德实践基础上的仁、礼互为体用二 新时期“斗争哲学”的解构与转生1.“斗争哲学”的
理论探源2.新时期“斗争哲学”的解构之思3.对立统一与差异一体4.时代精神与哲学观念的变革三 中国
哲学的合法性问题1.中国哲学学科创制的内在矛盾与自我修正2.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论辩过程3.中国
传统有无哲学4.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批判反思5.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发展的批判反思6.超越中
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探索7.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四 从亮色到底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
指向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层意蕴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借鉴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终极指向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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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儒家经学的历史演进　　《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书产生于
上古，对于它们的研习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这是泛化意义上的经学，而我们一般所讨论的经学只
是指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尊儒家经学为国教以后的经书研究。
从先秦的经书传习到汉武帝确立经学的官方统治地位，其间经历了复杂的学术演变历程。
　　（1）先秦经书的传习及其学派属性　　《诗》、《书》、《礼》、《乐》、《易》、《春秋》
等经书大多形成于春秋以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记录，所以，清代的章学诚说“六经皆史”。
对于六经的传习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广泛存在，《春秋左氏传》中有许多关于《诗》、《书》等的记载
，地下出土的金文、帛书等资料中也有引述经书的记载，这可以证明，广义的经学是产生于包括儒学
在内的诸子学之前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建立基本框架的时代，诸子学派竞相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对于以六经
为主体的古代文化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
其中，儒家学派更注重对经书的传习，以至经学最终变成了儒家学派的专利品.今文经学甚至认为经书
都是孔子所作，把经学直接归属于儒学。
　　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对于经书的传习的确是最为重视的，经书的形成据传说都与孔子有极大关系
。
今文经学认为，经书虽然是上古的材料，但其义理却是孔子赋予的，可以说五经皆孔子所作。
古文经学虽然不承认六经皆孔子所作的说法，但也认为六经皆经孔子整理、删定。
今天看来，孔子作为春秋末期的大学者、大教育家，一生推崇周礼，由他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加以
整理，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并且孔子整理经书也是历史记载可以辅证的，
司马迁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①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也把经书的传习作为主要的学习途径，孔子的弟子以及其后的孟子、荀子等
大儒都对经学的传承作出过重大贡献。
　　孔子与经书关系密切是事实，先秦儒家学派重视经书的传习也是事实，但如果说在先秦时期经学
即儒学，这就不太准确了。
在先秦时期，除了儒家之外，至少墨家也是推崇经书的，《墨子》中就经常引用《书》、《春秋》来
论证自己的观点。
《庄子·杂篇·天下》中论述战国时期的学术形势时就以内圣外王之道来衡量诸子之学，它写道：“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捂绅先生，多能明之。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①按照《庄子》的说法，《诗》、《书》、《礼》、《乐》等经书中包含着古代完美的内圣外王之
道，邹鲁之士、捂绅先生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诸子百家的学者们也能发挥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这里的邹鲁之士、搢绅先生一般认为指的是儒家学者。
《庄子》认为经书是儒家和诸子共同的思想源头，但比较起来，儒家学派更重视保存古代文化。
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表明，儒家学派的确是更多地继承了古代传统，并逐渐将《诗》、《书》、《礼》
、《乐》等经书变成了自己学派的独有经典，在经书的流传、解说过程中使其深深地打上了自家学派
的烙印。
　　（2）经学的确立　　先秦时期对于经书的传习已经十分盛行，但经学尚未上升为全社会的指导
思想。
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秦王朝，遵奉法家学说，焚书坑儒，经学和儒家遭到了沉重打击。
汉初高、惠、文、景时期，主要以黄老道家学说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儒家与经学处于在野的地位，当
时的大史学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学说最为推崇，而对于儒家则有所讥刺，认为“夫
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②。
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起了变化，一方面，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满于因循无为的黄老之学，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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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种更加积极有为、干预现实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儒家学派在经历秦与汉初的压抑状态中，潜
心于古代经典的研究，将儒家思想和表现上古文化精神的经书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适合时代精神的新
的学术思想体系。
前者是政治对学术的要求，汉武帝是其代表；后者是学术对现实政治的顺应，董仲舒是其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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