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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认识张岱年先生，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了。
30年代初，我在清华念书，他在那里教书。
但是，由于行当不同，因而没有相识的机会。
只是不时读到他用“张季同”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我脑海留下了一个青年有为的学者的印象，一
留就是20年。
时移世变，沧海桑田，再见面时已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了。
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来，张先生也因而来到了北大。
我们当年是清华校友，而今又是北大同事了。
仍然由于行当不同，平常没有多少来往。
1957年反右，张先生受到了牵连。
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
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
正热爱党的人。
但是，我绝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
”而已。
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
独有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张先生是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湛深的造诣，这是学术界的公论。
愧我禀性愚鲁，不善于作邃密深奥的哲学思维，因此对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敢赞一辞。
独对于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
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绝不装腔作势，总
是平等对人。
这样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唯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
模了。
《论语》中说：“仁者寿。
”岱年先生是仁者，也是寿者。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不管是读学术史，还是读文学史，我首先注意的是中外学者和文学家生年卒月。
我吃惊地发现，古代中外著名学者或文学家中，寿登耄耋者极为稀少。
像泰戈尔的八十，歌德的八十三，托尔斯泰的八十二，真如凤毛麟角。
许多名震古今的大学问家和大文学家，多半是活到五六十岁。
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人间”，许多学者活得年龄都很大，像冯友兰先生、梁漱溟先生等等都活过了
九十。
冯先生有两句话：“岂止于米，相期以茶。
”“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
现在张先生已经过米寿二年，距茶寿十八年。
从他眼前的健康情况来看，冯先生没有完成的遗愿，张先生一定能完成的。
张先生如果能达到茶寿，是我们大家的幸福。
“碧章夜奏通明殿，乞赐张老十八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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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灵与境界》收录了张岱年先生公开发表的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论文与讲话稿
，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中，阐述了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基
本精神、思维方式、发展历程，辨析了文化的体用问题、物质利益和道德思想等问题，并提出若干关
于文化与哲学史的新见解。
并指出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之路，那就是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走“综合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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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
河北献县人。
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
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私立中国大学。
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
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
他早期欣赏英国分析哲学的方法，后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所著《中国哲学大纲》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
哲学范畴史。
其著作还有《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方法论发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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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西文化之会通在上古时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约在15世纪，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传入西方，英国哲学家培根（156l-1626）论述“印刷、火
药和磁石”的作用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
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
”（见培根所著《新工具》，转引自《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这说明了中国的技术发明传到欧洲之
后起了促进西方近代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
16世纪后期，即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一16lO）到中国传教，在宣传耶教
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等科学知识，更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和中国儒家思想，
这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始。
中国学者如徐光启等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稍后的方以智也受到西学的影响。
直到清初康熙年问，西方的天文数学仍受到重视。
算学家王锡阐、梅文鼎都兼通中西数学。
但是西方当时的最新科学如哥白尼、伽利略的学说，并未传入中国。
中国儒家学说传入西方之后，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一些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的欢迎。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沃尔夫（1679_-1754），法国经济学家魁奈（1694一1774）、法国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都赞扬中国的哲学与文化。
（参看《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中国儒家以及宋明理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和无神论倾向，对于欧洲近
代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潮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这也是历史事实。
到清代雍正年间，中西文化交流因故中断了。
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以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进行了凶猛的侵略，中华民族遭遇到空前的民族危机，爱国志士都在设
法救亡抗敌，先进思想家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
康有为、梁启超提倡变法维新，孙中山、章太炎鼓吹革命，都是受了西方的影响。
严复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学说，引起了巨大反响。
一部《天演论》风靡一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
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掀起了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高潮。
西方的各派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都介绍到中国来了。
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大力宣扬自然科学的重要价值。
自然科学家亦逐渐学会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使自然科学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弥补了中国缺乏近代
实验科学的偏失。
在哲学方面，从30年代至40年代，也出现了一些融会中西而自成一家之言的哲学家，如熊十力、冯友
兰、金岳霖等。
中西学术的会通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在15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本居于世界的前列，宋明理学在理论思维水平上可以说高于西方作为神学奴
婢的中世纪哲学。
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近代文化兴起，在哲学、科学、技术各方面突飞猛进，中国落后了。
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逐步前进，时至今日，中国一方面解决了保卫民族独立的问题，一方面又
努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从而以新的面貌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
现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创建具有时代精神的新中国文化。
新中国文化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一方面要认真吸取近代西方文化的
先进成就，主要是科学与民主，这是比较明显的。
另一方面更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独特贡献。
这贡献主要有二：一是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的“天人合一’砚；二是以“和”为贵的人际和谐论。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源远流长，内容丰繁，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礼运》的“人为天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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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与宋代理学家张载的“民胞物与”说。
所谓天人合一即是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所生成的，而在自然界中具有
独特的地位。
《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这即认为人是天地之间能知能觉者，人是天地所产生的，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对于天地的认识也即
是天地的自我认识，故可以说人是天地之心。
张载（洒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这就是说：天地犹如父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即物质）构成我与万物的身体，作为气的统
帅的“性”也就是我与万物的本性。
人民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伴侣。
张载又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天地本来无心，而人能认识天地，人对于天地的认识就是为天地立心了。
要而言之，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肯定人与自然虽有区别却又是统一的，人与自然不是敌对的关系，人可
以调整自然，而不应破坏自然。
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克服自然、战胜自然，经过三四百年的努力，科学技术高度发展
，取得了战胜自然的显著成绩，却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时至今日，返观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益见其含义深刻了。
当然，科学的价值还是应该肯定的。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赞扬和谐的价值。
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
“和”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念。
最早提出对于“和”的解释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
史伯区别了“和”与“同”。
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国语·郑语》）不同的事物相互为他，“以他平他”即是会合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这叫做
“和”。
“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
而“同”则是相同的事物的重复，那是不可能生出新事物的。
春秋时晏子亦强调了和与同的不同。
他举例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这是“和”。
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日可；君所谓否，臣亦日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
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和”就是容许有不同的意见，“同”则是只重复一种意见。
“和”意味着不同事物的相辅相成，含有对于不同意见的兼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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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灵与境界》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不知其生之意义而仍生存，人知求之，求之而不必得，即得之而此所得与彼所得不相同，由不同而
相互辩争。
人生即不知其意义而求知其意义之生，故人之自觉亦非完全的自觉。
然人求生之意义，亦即求自觉。
哲学家因爱智，故决不以有知自炫，而常以无知自警。
哲学家不必是世界上知识最丰富之人，而是深切地追求真知之人。
哲学家常自疑其知，虚怀而不自满，总不以所得为必是。
凡自命为智者，多为诡辩师。
哲学所考察者，含括考察之自身在内。
考察宇宙，是宇宙中之一物在宇宙中考察宇宙，而此种考察又为宇宙内之一事。
考察人生，是人在人生中考察人生，而此考察亦是人生中之一事。
考察知识，是知者以知考察知，而此考察亦是一种知识。
对于哲学之考察即在哲学中；关于哲学之理论是哲学之一部。
哲学不惟是自觉的知识，哲学本身即是一种自觉。
于哲学，得人之自觉，得知识之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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