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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编西方哲学在中国 第一章引进西方哲学变革社会融入世界历史 第一节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概
言 一、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是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化 二、日本是西方哲学初入中国的重要
桥梁 三、清末民初“向西方学习”的内在逻辑 第二节初步传播西学的成果 一、西方进化论与社会政
治思想 二、西方科学与人本哲学 三、“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文化 第二章借助西方哲学革新文
化批判封建传统 第一节西方哲学与新文化运动 一、倡导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 二、以西方观念重估中
国传统价值 三、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哲学传播 第二节直面西方哲学——西方著名哲学家在华讲学 一、
杜威来华讲学 二、罗素来华讲学 三、杜里舒来华讲学 第三节西方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一、科学主义哲
学翻译与研究 二、人本主义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三、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第三章研究西方哲学会通
中西创建哲学体系 第一节从激情走向成熟的西学传播 一、深入开展西学译介 二、古希腊哲学研究 三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 四、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第二节西方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 一、生命哲
学与新唯识论 二、新实在论哲学与新理学 三、逻辑分析方法与《论道》 四、新黑格尔主义与新心学 
第四章拒斥西方哲学闭关自守推崇“斗争哲学” 第一节学术政治化与批判西方哲学 一、“一边倒”
形势下传播西方哲学 二、西方哲学的政治化批判 三、西方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扭曲 第二节西
方哲学传播的曲折发展 一、努力冲破苏联模式 二、艰难处境中的可贵研究 第五章汲取西方哲学全面
交流展开学术对话 第一节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哲学的重新繁荣 一、西学传播的拨乱反正 二、西方哲学
翻译的新景象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西方哲学热 第二节中西哲学的对话与交流 一、西方哲学的重新理
解与评价 二、西方哲学研究的扎实推进 结语西方哲学百年传播的反思与展望 一、西方哲学自身的传
播 二、西方哲学传播与马克思主义 三、西方哲学传播与中国传统哲学 四、西方哲学传播的展望 第二
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 第一章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封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解体 第一节封建社会主流
价值观的失效 一、儒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 二、重建合法性依据的失败 第二节封建社会
主流价值体系的退位 一、清末新政对儒学的根本性破坏 二、中华民国的成立对儒学的进一步冲击 三
、新文化运动对儒学在思想观念中的涤荡 第三节传统哲学范式的转型 一、从经学思维方法到科学思
维方法 二、从价值本体论到存在本体论 三、从伦理型知行观到知识型知行观 四、从“子民”意识到
“国民”意识 第二章整理传统文化构建“中国哲学”学科 第一节“哲学”一词的传人 一、“哲学”
一词的由来 二、“哲学”一词输入中国 第二节王国维对“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贡献 一、初创“中
国哲学”系统 二、初创中国哲学学科的基本范式和研究范式 三、归纳总结了“中国哲学”的特性 第
三节胡适对“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贡献 一、明确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含义 二、揭示了研究哲学史的
目的 三、划分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阶段。
 四、论述了审查和整理史料的方法 第四节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贡献 一、阐明了中国哲
学史的独立性 二、强调了“写的哲学史”的人文性 三、确立了中国哲学史编写的基本体系 第三章融
合中西思想建构现代哲学体系 第一节梁漱溟的新孔学 一、孔学乃“乐天知命”之人生哲学 二、孔学
的核心精神是“仁”和“刚” 三、孔学“似宗教而非宗教” 第二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一、体用不二
的本体论 二、翕辟不二的宇宙论 三、心境不二的认识论 四、性习不二的人生论 第三节冯友兰的新理
学 一、新理学的“形上学” 二、新理学的境界说 三、新理学的文化观 第四节贺麟的新心学 一、新心
学的本体论 二、新心学的知行合一观 三、新心学的心性合一论 四、新心学的方法论 第五节金岳霖的
新道论 一、道是“式一能” 二、“道”与“本然世界” 三、“无极而太极是为道” 第四章极“左”
思潮泛滥传统文化研究遭到重创 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传统哲学研究 一、孔子研究 二、道教研究 
三、佛教研究 第二节“文化大革命”与学术研究“失范” 一、“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的全方位冲击 
二、“批林批孔”运动与中国学术研究的扭曲 第五章承继历史精华致力于传统哲学思想现代化 第一
节“文化热”的兴起及传统文化研究的繁荣 一、“文化热”兴起的背景和特点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关系研究的繁荣 第二节牟宗三的道德哲学 一、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 二、重续儒家道统 三、“新
外王”说 第三节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 一、“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哲学基础 二、“文化综合
创新论”的内容 三、“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方法 第四节张立文的“和合学” 一、和合与和合学的基
本内涵及其关系 二、和合学的体用 三、和合学的逻辑建构机制 第五节塑造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重新
解读 一、塑造论哲学体系 二、塑造论哲学视野中的中国哲学 结语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未来走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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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二、继承传统，深化研究 三、融合外国哲学之精华 四、立足国情，
整合创新 第三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第一章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解读 第一节中国人初
步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史观 一、唯物史观的传入 二、李大钊论唯物史观 三、陈独秀论唯物
史观 四、胡汉民论唯物史观 五、中国人选择唯物史观的客观必然性 第二节三次重大问题的论争及其
哲学意义 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及其哲学意义 二、社会主义的论争及其哲学意义 三、无政府主义的
论争及其哲学意义 第二章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解读及中国化的初步尝试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内容的全面解读 一、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解读的尝试 二、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全面解读 三、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
结合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探索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中的错误及原因 第三节毛泽东的早期哲
学探索与理论贡献 一、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探索 二、毛泽东的早期哲学贡献 第三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二、毛泽东
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三、毛泽东政治哲学与军事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四、《实践论》、《矛盾论》
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 第二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一、人民战争辩证法思想的全面展
开 二、政治斗争策略的精辟概括 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科
学预见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延伸与曲折 第一节“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启蒙运动 二、唯物辩证法在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三、矛盾分析法与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规律的探索 第二节“十年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探讨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普及 三、“左”倾思想的发展及其哲学表现 四、毛泽东的哲学新探索 第三
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继续革命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和背离 二、
政治野心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篡改 三、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开拓与创新 第一节实践理性的重新确立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实践理性的权
威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节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 一、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和主要矛盾理论 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改革开放理论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类社会矛
盾理论 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结语走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 二、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发展与创新 征引文献举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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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知行关系，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突破了“知易行难”的旧观念。
在《尚书·说命中》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法，认为知道一件事或一个道理很容易，但付
诸实行却很困难。
孙中山认为这种旧观念颠倒了知行难易的次序，一方面，过分强调“行难”，容易使人产生畏行的心
理，使人遇事畏难而不敢行；另一方面，由于强调“知易”，则容易使人产生轻知的心理，使人们把
极难知的事，看得过易，而不去深求。
在孙中山看来，这种学说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
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
为了破除这种旧的传统观念，鼓舞人们“无所畏而乐于行”的勇气，孙中山提出了相反的命题：“行
之非艰，而知之惟艰”，并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
事作为论证，说明人们在求得某一种科学知识以前，早就在那里实际地行动了。
他还以美国革命和日本维新为例，进一步指出：若果有了“真知”的指导， “则行之决无所难”。
据此，他认为，只要我们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努力以赴，夺取革命胜利“诚
有如反掌之易也”。
 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揭示了人类“因行以求知，因知以进行”，以求“真知特识”的认识过程，反映了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革命斗争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过程，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尤其是认识论发展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在近代最终完成了由伦理型知行观到知识型知行观的转型。
 四、从“子民”意识到“国民”意识 受“君权至上”原则和等级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
所着眼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忽视人的主体性，因而缺乏近代的人权意识；所着眼的是人与人之间上
下尊卑的伦理关系，而不是平等的社会关系，包含着人身依附的观念和“子民”意识。
因此，推进入学观念的近代转化，便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近代哲学家一方面继承中国哲学“以人为本”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利用西方近代人本主义的思想
资源，力图克服传统人学观念的局限，站在现时代的视角重新认识“人”。
 康有为不再谈论抽象的人，开始关注现实的人。
他明确地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向存理禁欲的理欲观发起了挑战。
他说：“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
”因此，对人的欲求，“不能禁而去之，只有因而行之”。
康有为认为，正是由于人生而有欲，要不断地“求乐免苦”，不断地为满足欲望而努力奋斗，人类社
会才能得以不断地发展。
所谓“人道”，也就是“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
在他看来，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教化不应是压制人们天性的工具，而应是使人“求乐免苦”的工具。
他将人欲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力倡导具有现实色彩的新人格。
从上述现实的人性论出发，他突破了传统的人学观念，不再强调人的依附性，转而强调入的主体性，
凸显个人的价值和尊严。
中国传统儒家将人视为封建伦理大网上的纽结，康有为突破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人伦观念，开始将人视
为有个性、有需求的具体存在。
他还突破了“爱有差等”的等级观念，倡导“博爱哲学”，阐述大同理想，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启蒙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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