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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作为本源意义上的“爱智之学”，是人对于更好存在的追求，我们以此“哲学观”来讲中国
哲学。
　　《中国哲学十二讲》围绕中国哲学在各个历史时期讨论的主要问题，即从先秦天人之辩、名实之
争，到两汉宇宙论上的或使莫为之争、魏晋有无及言意之辩、隋唐佛道哲学对于宗教境界的讨论、宋
明理学时期的理气（道器）之争和心物（知行）之辩，再到明清之际哲学家对于整个古代哲学尤其宋
明理学的批判总结，最后到近代哲学在历史观和认识论（心物知行关系）的转型，展开其从先秦到近
代的发展历程；以及新时期20多年来中国大陆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向，和来自海峡对岸的中国台湾地区
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哲学研究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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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卫平，男，1951年生，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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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金岳霖问题”：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是否可能　　开讲中国哲学，首先要考察一
下何谓“中国哲学”。
按照我们现在哲学学科的分类，所谓“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哲学史”。
本书开篇讲到近些年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在我看业其实就是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是否可
能。
这是我们“中国哲学十二讲”的前提性问题 。
　　的确如此，所以我们第一讲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20世纪初期，当中国哲学史以一门新的学科亮相时，其学科独立性问题就出现了。
鲁明地提出这一问题的是金岳霖。
193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金岳霖在《审查报告》中问道：“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
哲学的史呢？
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
我将此称为“金岳霖问题。
”“金岳霖问题”的深刻之处是将内在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问题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尖锐地
揭示了出来：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的学科，是指其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中国固有的哲学的民族性，还
是指其以西方的现代学科标准，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拣择可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予以重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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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给人突出印象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对“中国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及其答案的寻绎，二是对
中西哲学关系的思考，三是对哲学史方法论的关注和自觉反思。
　　——郭齐勇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哲学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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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