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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典是影响一个悠久文明走向的文本源头。
它不限于时间上的源头，还意味着重现思想与人生开端的溯源能力。
这也就是说，它能让我们重回起头处，体验到最初的、边缘上的取向如何发生，并由此而生出某种边
际处的敏感。
非经典的文本则已经处于某种框架之中，近代以来的反经典潮流则指一种以“靠最先进手段直接解决
问题”为标榜的倾向，否认经典有当下及未来的活的真身。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典的国度，只有西方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一和技术（高科
技）的至高无上与无处不在。
形而上学与科学同属于一个观念普遍主义的思路。
“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上的数学因素”（《海德格尔选集》，
第875页）。
但我们也知道，数学同样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形成因素。
只通过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也属于这个高科技崇拜的现象。
　　科学无经典可言。
培养一位物理学家，根本无须去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甚至牛顿的《原理》，只需要最应时
（updated）的教科书、成果报告和实验手段。
但要成为一个承载文明命运的士（儒士、道士）、思想家，或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则必读经典，
非如此就无法以“究际通变”（司马迁语）的方式来进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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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是在21世纪中西文化会通碰撞之际，中国学者对华夏
传统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深入思考与全新开拓。
　　作者追随着孔子的道说，运用新的哲学方法（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来探讨儒家哲理的生动特
性，特别注重中国传统视野中的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孔子的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儒家所谓“艺”
）对于理解儒家思想传统的关键意义。
　　作者揭示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全然异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时间性与身体性，探发了这种时间
性与身体性的根本源头：亲子之爱，并对此作了极为新颖独到的阐发。
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文明和儒家传统未来发展的新的可能和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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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祥龙，男，1949年生于香港九龙，后随父母迁居北京。
文革后，作为首届大学生考入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后，曾在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社科院哲学研究
所工作。
之后，参加托福考试，赴美学习，1986年9月－88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大学硕士，1988
年9月－92年2月美国纽约州立布法罗(Buffalo)大学哲学系博士。
硕士论文《海德格尔与佛、道在语言与实在关系上的论点》，博士论文《海德格尔与道家》。
学成归国，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任教至今。
致力于东西方比较哲学，西方现代哲学（现象学，海德格尔，解释学，维特根斯坦等）, 中国哲学，
东西方宗教哲学研究，发表论文多篇，著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等。
现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秘书长、理事，中英澳暑期哲学
学院第二届中方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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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序开篇辞第一篇 孔子的生平与圣人性第一讲 孔子的出生与少年时代一、孔子的出生与少年面临
的问题：父母“野合”之非礼二、孔子如何“志于学”：“礼”对于孔子的人生急迫性三、中外圣人
的诞生及早年情状之比较第二讲 孔子的成立与悟道一、“三十而立”的含义二、“问学”之礼一理三
、教学四、春秋格局五、闻《韶》大悟第三讲 孔子的从政与晚年一、孔子“从政”的问题：今古文经
学之争二、渴望从政与承担天命三、从政经历四、周游列国五、晚年第二篇 孔子哲理的源头：乐作与
诗兴第四讲 乐与兴：风起云涌时一、孔子对“乐”的哲理解释二、原本的“乐”为何必是善的、道德
的?三、《诗》与乐的关联：兴第五讲 “兴”打开的语言和领会境域一、孔子所说的两种“言”二、
诗言的功能三、以诗事君、事父四、诗一思无邪五、《关雎》之兴六、王国维诗论与上博楚竹书《诗
论》第六讲 诗乐为什么更可理解：西方哲学家们的有关学说及对诗本性的探讨一、柏拉图的诗歌观、
语音观及其迷狂说二、与孔子诗乐迷狂观的对比三、黑格尔的音乐观与诗论四、叔本华和尼采的音乐
观：语音本身的思想性五、维特根斯坦的音乐观和语言观第三篇 孔子哲理的成立：礼、仁、政第七讲
立于礼乐：儒家的实际生活形态一、礼与诗乐的关系：正名二、礼的源头：亲子之爱第八讲 亲子之爱
的时间分析一、亲子关系的原本居中性、不确定性和“克罗马依人”之人性二、时间性与意义三、意
义机制四、意义机制中的“死”与“生”五、亲子关系的时间性六、结语第九讲 成于天乐：孔子的仁
道与仁政一、仁爱与亲子之仁二、列维纳斯对“父子”关系的阐述三、仁的艰难与可能：亲人异于他
人四、破解“黑洞”之“光”五、君子：从亲子到仁人的艺一术化人生形态六、仁：亲艺化和艺亲化
七、仁政与政仁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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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孔子的生平与圣人性　　我们知道，在孔子之前，广义的儒家就已经有了，而且源远流长
。
孔子说“吾从周”，从的就是周文化、周礼。
另外，六艺的绝大部分材料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比如《周易》，据说经文本身，包括六十四卦象顺
序，都是由周文王作的。
而且，我们看《左传》或《春秋公羊传》，从西周到东周，在孔子之前出现了那么多贤人，像郑国的
子产、晋国的叔向、鲁国的叔孙豹等，都是相当出色的人物，基本的价值观和思想倾向也是儒家的或
比较靠近儒家。
　　那么为什么说孔子是儒家的源头呢？
因为到孔子这儿，周礼、《周易》和一系列古文献、古思想的含义才变得“深切著明”。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了一段从董仲舒那里来的言论，里面有孔子这句话，用来解释
他为什么要作《春秋》：“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我觉得此话用在他和以前的周文化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很贴切的，因为周文化及其经典对于他不是“
空言”，而是出自历史人生和转化历史人生的“行事”。
孔子说自己前大半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经过孔子的“述”，包括他晚年作的《春秋》，以
前的经典就都变得深切著明起来。
为什么说“行事”才深切？
理论性地直接表达他的思想不是更深切吗？
西方人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对自己的思想做系统的阐述，而像希罗多德记述的历史就大多是事
实，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试图找到历史事件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但这不同于他自己的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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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讲了这么多次课，希望的是能给你们某种提示，看出那个活在“四书五经”中，特别是《论语》
和诗、礼、乐中的孔夫子。
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遗迹”，如果我们抖落掉无数蒙在他身上的尘埃，还原掉那些后人强加给他的
脱离了人的实际生活经验的解释发挥，摘掉那些现代人横加在他头上的各种帽子，包括新文化运动以
来被扣上的那个“孔老二”的帽子，以及被扭曲了的“丧家狗”的帽子，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到，孔子
那深远动人的仁道智慧，依然能够兴发我们，能够无与伦比地打动我们，它确实能够活在我们今天和
未来（尤其是未来）的人生之中。
　　如果我设想的“儒家的未来”能有某种程度的实现，那么我们就能和孔夫子在未来的现实生活中
相遇（所渭“与古人相会”）。
那时候，一定会有“自然的光辉”、“金色的盛况”．“伴着欢快沙沙声响”，一定会有怡然纯真的
笑声，一定会有让梅斯金公爵那样的“白痴”不再发疯的笑声，或者说是孔子的思想灵魂又发出的笑
声。
正如海德格尔讲的：真正过去的东西，一定是在未来与我们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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