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

13位ISBN编号：9787534753299

10位ISBN编号：7534753295

出版时间：2009年2月

出版时间：大象出版社

作者：罗哲海

页数：4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

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
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
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
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
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
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
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
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
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在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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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是德国著名汉学家罗哲海所写论述儒家文化的著作，先后出了英文版和
德文版，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东西方哲学》、《中国书评》先后发表多篇评论性文章，给予该书较高的评价。
该书依据雅斯贝尔斯的轴心说理论将中国思想置于世界思想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从而得出了比中国
学术界在传统研究方法中更为有说服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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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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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诠释角度　　A．思维模式　　B．语言结构　　C．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D．宗教信仰　
　　　第3章 方法论层面的思考　　A．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期理论　　B．科尔伯格的认知演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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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友谊　　C．分寸、中庸与和谐　　D．义　　　　第10章 仁　　A．仁与礼的关系　　B．“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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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B．孟子的天性论　　C．荀子的理性主义　　D．宇宙论　　　　第14章 非儒家学派　　A
．墨翟的功利主义　　B．杨朱的享乐主义　　C．道家的自然主义　　D．法家的法治主义　　　　
第15章 结论与展望　　参考书目　　A．先秦至汉代之典籍暨历代史书　　B．其他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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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中国古代道德哲学的当前意义　　在欧洲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对中国伦理学正面评
价之后，西方就转而开始对其绝大部分内容进行相当严苛的批评。
这主要是受到l8世纪末和l9世纪初的哲学、特别是德国唯心主义（Idealism）的影响。
甚至直到今日，我们仍然看到许多似乎是拾取黑格尔（G.W.F.Hegel）余唾的文句，继续贬抑着中国文
化。
与此相去不远的主张则是，作为中国哲学里最具影响力的儒家学说只代表一种他律性的“适应伦理学
”（ethics of accommodation）；这通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富有影响力的著作而被国际广泛接
受。
韦伯的理论不仅在西方的各门学科中——包括汉学研究在内——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对于传
统文化极力批判的中国也寻到了一片沃土。
　　　　韦伯式论述（Weberian discourse）把中国描述为呈现排他意识、安于现世、遵守他律和天人
交融的国家，而与西方的普遍原则、人定胜天、着重自律，以及超越性（transcendence）形成对比。
近来，这种韦伯式论述特别与崛起于美国的另一种论述模式——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或具体
情境论（contextualism），互通声气。
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新实用主义与韦伯式论述所得出的结论非常相近，但是评价不同：在韦伯学派
人士眼中的缺点，被新实用主义者正面立论。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

编辑推荐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最主要的目标是重构中国“轴心时期”（约为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
）、特别是早期儒家学派的伦理学。
作者不打算像通常在许多著名的中国思想史著作中所看到的那样，将不同的思想家按照年代顺序来进
行叙述，而是把古代中国的道德思想置于系统性的框架中加以讨论。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是以劳伦斯·科尔伯格的认知演进论为基础，并加以系统性的改造；借由个
别题目的探讨，让中国轴心时期之道德思维的形成结构足以彰显，而视之为早期的“启蒙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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