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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三卷，卷上为《生命境界》，卷中为《返本开新》，卷下为《理学新诠》。
《生命境界》一卷收文七篇。
前三文直接从生命说话。
第一篇是孔子的生命境界，孔子一生，不厌不倦，下学上达，无论就人格发展、人生之路、人文精神
来看，孔子都是上等的型范。
第二篇也是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言，以说明生命活动与文化表现皆有所谓兴发、自
立、圆成。
因此，生命心灵需要“诗”，人文教化需要“礼”；宇宙人间需要“乐”。
第三篇是就生命的三个本始：天地、祖先、圣贤，以反显现代人失落根土之后的贫血症。
故提议在家庭安置“天地圣亲师”之神位，使只供住宿的家，转化为与祖先同在，与天地、圣贤同在
的安身立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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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江西雩都人，1930年生。
先后任教于东海大学中文系、中兴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与哲学研究所。
现任东海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教授。
著有：《孔孟荀哲学》、《宋明理学·北宋篇》《宋明理学.南宋篇》、《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墨家哲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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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序卷中 返本开新　第一章 文化生命的坦途：返本开新　　一、离根拔土三百年　　二、什么
是儒家之本　　三、什么是文化之新　　四、为什么要“返本”而“开新”　　五、文化生命的坦途
　　六、由会通到达时中　第二章 从继往开来看当代新儒家的学术功绩　　一、弁言　　二、儒家学
术的回顾及其未来之发展　　　1．从孔、孟、荀到董仲舒　　　2．宋明心性之学的意义　　　3．明
清之际的大崩塌与起死回生　　　4．儒学与中国文化之未来　　三、当代新儒家的努力及其学术功
绩　　　1．阐扬内圣心性之学的义理　　　2．开展儒家外王学的宏规　　　3．抉发中国哲学思想中
所涵蕴的问题　　　4．打通“中国哲学史”开合发展的关节脉络　　　5．疏通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四、结论：超越与开扩　第三章 斯人千古不磨心——当代新儒学的精神开展　第四章 当代儒家
的学术贡献及其文化功能之省察　　一、一个回顾：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开展　　二、当代新儒家的用
心及其成就　　　1．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新诠释　　　2．对中国文化前景的新设计　　　3．对西方哲
学之译解、融摄与消化　　　4．对中国哲学史上哲学问题之省察　　　5．对中西哲学会通之路的疏
导　　三、义理上的具足与功能上的限制　第五章 当代新儒学的回顾与前瞻　　一、当代新儒家的成
就——以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为主线　　　1．阐明三教：儒、释、道三教义理系统之表述　　　2．开
立三统：文化生命途径之疏导　　　3．畅通慧命：抉发中国哲学所涵蕴的问题　　　4．融摄西学：
康德三大批判之译注与消化　　　5．疏导新路：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二、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
⋯⋯　第六章 当代学术界的大豪杰：徐复观先生　第七章 徐复观先生的学术通识与专家研究　第八
章 牟教授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　第九章 牟宗三传（国史拟传）卷下 理学新诠　第一章 宋明理学与当
时的世界思潮　第二章 宋明理学之新的疏导　第三章 王阳明致良知宗旨之蕴酿与确立　第四章 王阳
明的知行思想　第五章 王阳明对心性功夫的指点　第六章 王明阳言礼之精义　第七章 王阳明辨“心
学与禅学”　第八章 论江右王门的学脉流衍　第九章 宋明理学的殿军余论　第一章 二十星霜话“鹅
湖”　第二章 忆念博伟勋教授　第三章 新的思考和具体的建议　第四章 在解构中重建，在诠释中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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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鬼神”一面，孔子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及“未知生，焉知死”之言。
这是表示：以“事人”之道为先，以“生”之道为本。
一个人的诚敬，如果不足以事人，又如何能奉祭祀于鬼神？
如果不知“所以生”之道，又如何能知“所以死”之理？
所谓“义之所在，生死以之”。
可知“死之道”并不异于“生之道”；人从生到死，只是“尽义”，只是“由仁义行”而已。
此外，孔子对于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反对“非其鬼而祭之”。
认为平日生活诚敬不苟，即是卜，即是祷，不必临病之时而祷求于鬼神。
至于“祭祀”，自是宗教的要素之一（虽然各种宗教的祭祀形式和含义，彼此互有异同）。
在儒家，是将祭祀纳于“礼”的范畴之中。
这固然是“摄宗教于人文”的表示，但反过来说，“礼”之中既然包含“祭礼”，就表示儒家之“礼
”，不只是伦理的、道德的，同时亦是宗教的。
伦理、道德，统于人文，故“人文”与“宗教”也通而为一。
这就是儒家的基本性格。
儒家作为一个“教”来看，应该是世界大宗教中最为特殊的了。
有人说，儒家之为教，是“教化”之教。
这话不周延，不妥当。
儒教当然重视礼乐教化，但它不是单单只有“教化”这一层。
儒家之为“教”，是含具宗教意识，能表现宗教之功能作用，能显发宗教之超越精神，是一个具有“
宗教性”的大教。
在此，我们可以简括地从“宗教形态”与“宗教真理”两个层面加以说明。
从“形式”方面看，儒家的确不像一个宗教。
例如：（1）儒家没有教会的组织；（2）儒家没有僧侣的制度；（3）儒家没有特殊仪式（如入教受洗
、出家受戒等）；（4）儒家没有教条和对独一真神的义务；（5）儒家没有权威性的教义（如明确的
来生观念，决定的罪恶观念，特定的救赎观念等）。
以上各点，儒家或者认为并不需要，或者早已予以转化与超越，有的则是属于精神方向和实践入路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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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学的反思与开展》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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