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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回首20世纪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摸索和研究历程并前瞻和期望一种新的可能之际，中国哲学的
一些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改变现状和获得新的契机的途径。
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和学术，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问和学术一部分的中
国哲学是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来概括它的类型。
一定的迹象显示了观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式的多样性，不过要说到在这种多样性中究竟有何种“典型
”范式和原创性恐怕就令人踌躇和惶恐了。
人们不时地都在抱怨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并相信发现了导致问题的根源，但深思熟虑地检讨和反省
则非常罕见，在惊人的说法中却是惊人的轻率和漫不经心。
　　在此姑且拿“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正当性问题来说。
相应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对运用西方范式理解和解释
中国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生搬硬套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
在人们开始对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观察中国哲学这种常见方式产生怀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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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还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的反思中，阐明张岱
年先生在晚年倡导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是一种建立在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立场上，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方
向的正确把握。
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以文化的“可离析性”和“可重构性”两大原则为基础，为中国未来的文化战略建
立起了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基础。
张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学术贡献涵盖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等
许多方面。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以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对象，梳理了20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观点，如激进西化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保守
主义、调和派等，指出，张申府和张岱年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提倡的“创造的综合”超越了简单
的中西对峙，无论从文化观念和方法论上均有很大的突破。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视野宏阔，以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主线，串
联和分析了20世纪中国不同立场的文化观念，有助于我们对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化历程
，并触发我们对于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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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学衡派的思想源头　　与新文化运动直接继承欧洲的启蒙思潮不同，学衡派的思想基础是
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
所谓“新人文主义”是“以英国诗人和评论家M．阿诺德的文学和社会理论为基础于1910—1930年间
在美国开展的一个评论运动”①。
他对当时的机械化大生产持批评态度，重视道德观念，重视继承优秀的人类文化传统。
　　吴宓等人在哈佛学习的时候，深受白璧德的影响，而白氏的人文主义，主要的攻击点是在以培根
为始祖的科学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并提出实证的人文主义。
他说：如果与这种人文主义相对照，“则彼科学及感情的自然主义之错误立见。
盖其所主张，实证不足，又惑于想象，溺于感情，将旧传之规矩，尽行推翻，而不知凡个人及社会之
能有组织，能得生存，其间所以管理制裁之道，决不可少。
故今者既已将身外之规矩推翻，则必求内心之规矩以补其缺也”②。
　　完美的人文主义是“须融汇从古相传之义理而受用之，并须以超乎理智之上而能创造之知觉工夫
，辅助其成”③。
他们反对那种泛滥的人道主义，而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试图从训诫和选择中确立人文主义的精神
，即调停理智和浪漫，取得一种中道。
在这种立场的影响下，学衡派反对启蒙的价值观和进步观，认为世界文化具有统一性。
文化的历史统一性，“则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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