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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早年研究哲学与文学，深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后期潜心于中国文
化的剖析，尤其工于词曲与戏剧史研究和文字考据，在当时极有影响。
徐洪兴编选的《王国维文选》收录了王国维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70余篇，全面展现其思想发展的脉络
，是一部研究王国维学术思想的重要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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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洪兴，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哲学博士。
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等职。
代表作有《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中华文化通志·经学志》、《中国学术思潮史—
—道学思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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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自十九世纪以降，教育学蔚然而成一科之学。
溯其原始，则由德意志哲学之发达是已。
当十八世纪之末叶，汗德始由其严肃论之伦理学而说教育学，然尚未有完全之系统。
厥后海尔巴德始由自己之哲学，而组织完全之教育学。
同时德国有名之哲学家，往往就教育学有所研究，而各由其哲学系统以创立自己之教育学。
裴奈楷然也，海额尔派之左右翼亦然也。
此外专门之教育学家，其窃取希哀林及休来哀尔、马黑尔之说以构其学说者亦不少，独无敢由叔本华
之哲学，以组织教育学者。
何则？
彼非大学教授也，其生前之于学界之位置，与门弟子之数，决非两海氏之比。
其性行之乖僻，使人人视之若蛇蝎，然彼终其身索居于法兰克福特，非有一亲爱之朋友也，殊如其哲
学之精神与时代之精神相反对，而与教育学之以增进现代之文明为宗旨者，俨然有持方柄入圆凿之势
。
然叔氏之学说，果与现代之文明不相并立欤？
即令如是，而此外叔氏所贡献于教育学者，竞不足以成一家之说欤？
抑真理之战胜必待于后世，而旷世之天才不容于同时，如叔本华自己之所说欤？
至十九世纪之末，腓力特尼采始公一著述日《教育家之叔本华》。
然尼采之学说，为世人所诟病，亦无以异于昔日之叔本华，故其说于普通之学界中，亦非有伟大之势
力也。
尼氏此书，余未得见，不揣不敏，试由叔氏之哲学说以推绎其教育上之意见。
其条目之详细，或不如海、裴诸氏，至其立脚地之坚固确实，用语之精审明晰，自有哲学以来殆未有
及叔氏者也。
呜呼！
《充足原理》之出版已九十有一年，《意志及观念之世界》之出版八十有七年，《伦理学之二大问题
》之出版，亦六十有五年矣。
而教育学上无奉叔氏之说者，海氏以降之逆理说，乃弥满充塞于教育界，譬之歌白尼既出，而犹奉多
禄某之天文学，生达维之后，而犹言斯他尔之化学，不亦可哀也欤！
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
彼等之哲学，既鲜确实之基础，欲求其教育学之确实，又乌可得乎！
兹略述叔氏之哲学说，与其说之及于教育学之影响，世之言教育学可以观焉。
哲学者，世界最古之学问之一，亦世界进步最迟之学问之一也。
自希腊以来，至于汗德之生，二千余年，哲学上之进步几何？
自汗德以降，至于今百有余年，哲学上之进步几何？
其有绍述汗德之说，而正其误谬，以组织完全之哲学系统者，叔本华一人而已矣。
而汗德之学说，仅破坏的，而非建设的。
彼憬然于形而上学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故其说仅可谓之哲学之批评，未可谓之真正
之哲学也。
叔氏始由汗德之知识论出而建设形而上学，复与美学、伦理学以完全之系统，然则视叔氏为汗德之后
继者，宁视汗德为叔氏之前驱者为妥也。
兹举叔氏哲学之特质如下：汗德以前之哲学家，除其最少数外，就知识之本质之问题，皆奉素朴实在
论，即视外物为先知识而存在，而知识由经验外物而起者也。
故于知识之本质之问题上，奉实在论者，于其渊源之问题上，不得不奉经验论，其有反对此说者，亦
未有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也。
汗德独谓吾人知物时，必于空间及时间中，而由因果性(汗德举此等性，其数凡十二，叔本华仅取此
性)整理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国维文选>>

然空间、时间者，吾人感性之形式，而因果性者，吾人悟性之形式，此数者皆不待经验而存，而构成
吾人之经验者也。
故经验之世界，乃外物之入于吾人感性悟性之形式中者，与物之自身异。
物之自身，虽可得而思之，终不可得而知之，故吾人所知者，唯现象而已。
此与休蒙之说，其差只在程度，而不在性质。
即休蒙以因果性等出于经验，而非有普遍性及必然性，汗德以为本于先天，而具此二性，至于对物之
自身，则皆不能赞一词。
故如以休蒙为怀疑论者乎，则汗德之说，虽欲不谓之怀疑论不可得也。
叔本华于知识论上奉汗德之说曰：“世界者，吾人之观念也。
”一切万物，皆由充足理由之原理决定之，而此原理，吾人知力之形式也。
物之为吾人所知者，不得不人此形式，故吾人所知之物，决非物之自身，而但现象而已。
易言以明之，吾人之观念而已。
然则物之自身，吾人终不得而知之乎？
叔氏曰：“否”。
他物则吾不可知，若我之为我，则为物之自身之一部，昭昭然矣。
而我之为我，其现于直观中时，则块然空间及时间中之一物，与万物无异。
然其现于反观时，则吾人谓之意志而不疑也。
而吾人反观时，无知力之形式行乎其间，故反观时之我，我之自身也。
然则我之自身，意志也。
而意志与身体，吾人实视为一物，故身体者，可谓之意志之客观化，即意志之人于知力之形式中者也
。
吾人观我时，得由此二方面，而观物时，只由一方面，即唯由知力之形式中观之，故物之自身，遂不
得而知。
然由观我之例推之，则一切物之自身，皆意志也。
叔本华由此以救汗德批评论之失，而再建形而上学。
于是汗德矫休蒙之失，而谓经验的世界，有超绝的观念性与经验的实在性者，至叔本华而一转，即一
切事物，由叔本华氏观之，实有经验的观念性而有超绝的实在性者也。
故叔本华之知识论，自一方面观之，则为观念论，自他方面观之，则又为实在论。
而彼之实在论，与昔之素朴实在论异，又昭然若揭矣。
古今之言形而上学及心理学者，皆偏重于知力之方面。
以为世界及人之本体，知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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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国维文选》：大家经典，名家精选。
事物无大小、无远近。
荀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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