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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集文共十篇。
编为十章。
其中九篇皆曾刊载于各杂志。
惟第九章，乃新补入。
盖欲借黄梨洲、王船山以及叶水心、陈同甫等人当时之言论，以证吾此书之中心观念何以较往贤为推
进一步也。
本书中心问题有二：一为政道与治道之问题，而主要论点则在政道如何转出。
二为事功之问题，用古语言之，即为如何开出外王之问题。
此两问题成为中国文化生命中之症结。
相连而生，故亦相随而解。
此两问题之具体诱发乃在吾之《历史哲学》。
该书纵贯言之，以见吾华族文化生命之来龙去脉。
而在发展中，实步步显出此两问题之重要。
惟纵贯言之，虽足提供具体之线索，而理论之说明，则因受限制而不得畅所欲言，故单提直指而有本
书之补充。
读此书者，希亦取《历史哲学》而观之。
此两问题之解答系于理性之“架构表现”与“外延表现”之转出。
而科学之问题亦于此中得解答。
盖政道之转出，事功之开济，科学知识之成立，皆源于理性之架构表现与外延表现也。
于以知中国文化生命中，政道之不立，事功之萎缩，科学知识之停滞（停滞于原始阶段而不前）。
必有其故矣。
中国文化生命实偏重在理性之内容表现与运用表现也。
此吾层层反省，提炼总持，而说出者。
幸读者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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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牟宗三先生曾被英国剑桥词典誉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道德
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是其重要著作，此三书以“新外王三书”著称，牟宗
三另著有《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等，并译有康德的《道德哲学》等。
     本书集文十篇，编为十章，此书的中心问题有二：“一为政道与治道之问题，而主要论点则在政道
如何转出；二为事功之问题，用古语言之，即为如何开出外王之问题。
”在作者看来，“此两问题成为中国文化生命中之症结，相连而生，故亦相随而解”。
本书与《历史哲学》一经一纬、不可分割，反复读之，必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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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
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当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
主要著作有《心体与性体》、《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
》、《圆善论》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译注)、《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等3部译
作。
其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
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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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政道与治道新版序序第一章  政道与治道    一  论封建贵族政治与君主专制政治之取天下    二  论世袭制
之为政道    三  论《礼运篇》所记孔子大同小康之说    四  孟、荀及此后诸儒之观念    五  “立千年人极
”之义理规模第二章  论中国的治道    一  引言    二  儒家的德化的治道    三  道家的道化的治道    四  法家
的物化的治道第三章  理性之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    一  空无所有    二  理性之运用表现    三  理性之架构
表现    四  如何从运用表现转出架构表现第四章  论政治神话之根源    一  引言    二  立体力量之创造性、
理想性与神性性    三  生命强度之立体力量之向上超越性：超越性之纯净化    而为宗教——圣贤人格之
重要；超越性之感觉化、限定化    而为神话乃至政治神话——英雄人格之重要第五章  论政治神话之形
态    一  古代英雄主义的形态    二  近代集体主义的形态第六章  论政治神话与命运及预言    一  圣人的使
命感与英雄人物的使命感    二  宗教家的预言与政治上极权英雄人物的预言第七章  政治如何能从神话
转为理性的    一  政治科学的不稳定性    二  政治实践之坚实可靠的基础在哪里？
    社会世界之落实而定常不移的律则在哪里？
    三  理性之内容的表现    四  政治与教化之限度以及政治与道德之分际第八章  理性之内容的表现与外
延的表现  甲  理性之内容的表现之妙处与缺处    一  内容表现之妙处    二  从“得天下”方面说明内容表
现之不足    三  从“治天下”方面说明内容表现之不足：“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四  “唯仁者宜在
高位”一观念之函义：治者担负过重    五  结语与附识  乙  理性之外延的表现    一  使用内容、外延两词
之说明    二  “外延表现”之现实的因缘：阶级斗争之理想主义的解析    三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超越的平等性”之肯定    四  自然法与人权运动：“内在的平等性”之实现    五  外延表现之成就    六  
外延表现之缺处    七  本文之目的以及对于“政治如何能从神话转为理性的”中之“如何”之说明第九
章  社会世界实体性的律则与政治世界规约性的律则  上篇  顾、黄、王诸儒之理想    一  序言：实体性
的律则与规约性的律则    二  《待访录》中之《原君》    三  《待访录》中之《原法》    四  《日知录》
中之论“法制”     五  《待访录》中之论“学校”    六  《黄书》中之《原极》    七  《黄书》中之《古
仪》    八  《日知录》中之论“藩镇”    九  明末顾、黄、王诸大儒理想之歪曲与延续  下篇  叶适、陈亮
论有宋一代立国之格局    序言    一  叶水心论宋立国之格局    二  陈同甫论宋立国之格局第十章  道德判
断与历史判断  序言  上篇  陈同甫的观念及其所代表的境界    一  论同甫与足以见同甫者原料摘录    二  
与朱子往复论汉唐原书摘录  下篇  疏通朱陈所争论之问题之意义：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之综和之义理
规模    引言  综述同甫之大意    一  生命之创造性    二  生命外冒不经理性的自觉：程朱所谓“暗合”之
切义    三  生命之为“非理性的”之积极的意义    四  朱子纯以主观道德论英雄：不能正视生命之独特
处    五  主观道德与客观功业之矛盾相    六  生命与理性之矛盾之克服：主观的克服    七  生命与理性之
矛盾之客观的克服    八  陈同甫只是英雄主义：只落于生命强度之实然状态    九  “九转丹砂、点铁成
金”所以可能之根据：同甫是从生命立场上，直下平铺，教人承认凡是英雄皆有价值：此只是英雄主
义，直觉主义，此不足以言点化    十  就“九转丹砂”以言点化之曲折：“天地无弃物，四时无剩运”
之切义与真实义    十一  生命之原始价值与升举转化中之价值：引进历史判断以真实化历史    十二  朱
子具备“九转丹砂”之第一步：道德判断与批判的鉴别，理性本体只停于知性之抽象阶段中：知性与
直觉之对立    十三  宋明儒对于历史大体只具备道德判断：理性只停于知性之抽象阶段中    十四  对于
政治与历史作积极的思量：不自英雄与圣贤之“作用”处想，而要自客观政体方面作架构地想    十五  
精鉴历史须通三关：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之综和，生命与理性之统一    十六  儒学、心性之学、成人成
圣之学是一，亦决不可轻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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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道与治道政道与治道新版序“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此文是在东海大学
“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的一篇讲辞。
由朱建民同学笔录而成。
其中关于现代化的基本观念即基于此书。
今值此书重版，即以此文作新版序，期读者可先有一鸟瞰，然后再深入此书之义理。
——著者志一、“儒家的常道性格”首先，我们要表明儒家的义理与智慧具有“常道”的性格。
儒家，从古至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一恒常不变的道理。
中国人常说“常道”，它有两层意义：一是恒常不变，这是纵贯地讲它的不变性：一是普遍于每一个
人都能够适应的，这是横地、广扩地讲它的普遍性，即说明这个道理是普遍于全人类的。
“常道”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就如同我们平常所说的“家常便饭”；它不是一个特殊的理论、学说
，儒家的学问不可视为一套学说、一套理论。
也不是时下一般人所说的某某主义、某某“ism”，这些都是西方人喜欢用的方式。
凡是理论、学说，都是相对地就着某一特点而说话；局限于某一特点，就不能成为恒常不变的、普遍
的道理。
儒家的学问更不可视为教条(dogma)，西方的宗教有这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可是儒家的“家常便饭”
绝不可视为独断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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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道与治道》为牟宗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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