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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的主题在探索本体诠释学在一个族群或一个传统的思想与文化转向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具有的地
位。
这种转向必须具有本体意识的结构和重构的两个方面。
本辑即是以《本人本的解构和重建》为题，由作者邀请与任命韩君组稿并担任执行主编编辑形成。
韩君与作者在第二届国际道家会议上认识，当时曾与他进行了有益的学术交流。
后来，作者又与他在东京相会，他对作者发展的本体诠释学有深切的体会，作者对他进行日本近现代
的学术和文化革新运动的研究也有兴趣，尤其是看重他对日本在18世纪前半期到19世纪初期古学的兴
起及其影响的研究。
此项研究日本学界也从无定谳之作，而韩君以其深厚的日文根底与丰富的中国古代与中世思想史的基
础深入到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和海保青陵的原著之中，并参考大量中日文献，写出了备受中日学界重
视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的博士论文，并于2003年首用中文在中国出书，在本辑的集文中，我们更进
一步从日本古学的发生与中国先秦儒家与法家的发展方面分析与彰显本体意典范的转化、结构与重建
同时在方法学与本体学上极大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地分析与彰显了基于本体典范的诠释与对新的社会
、经济、文化的变迁进行思想的整合和建立新的本体典范时代的重要性。
在理论上，不但彰显本体意识包含了一个“效果历史”的重建，也彰明理解与诠释是重建社会价值和
规范的重要途径。
然而，我又指出本体的意义不限制于“效果历史”之中，它具有深刻的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哲学的
含义。
对于此点，作者在本辑特别著文予以说明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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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中英，1935年生于南京，祖籍湖北阳新县。
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成中英本科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但对哲学有兴趣，受方东美的影响较大，尤重视《易经》和《老
子》。
1955年为台湾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195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
1973年在美国创办《中国哲学季刊》，并任主编。
1985年创设美国远东高级研究学院。
曾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兼系主任、哲学研究所所长。
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会长。
 
    成中英为学以西方哲学家蒯因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博采中国古代诸家之长，形成自己的思想体
系方法，主要体现在其"本体诠释学”方而，此不具论。
成中英并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他对道家和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也加以肯定和宣扬，认为自己所关心
的是“中国哲学”的整体，而不是儒家一家的的传统及其前途与重建。
他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对儒学进行研究，认为孔子是以“仁”为中心，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福祉，孜
孜不倦地探求自己内在和外在生命意义与真理；孔子以一种自我修养及精神成长的内在历程，给现代
人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形式和发展并完成人的心灵与精神之具体范例。
成中英对宋明理学也有一定的研究，他综合孔子、二程、朱熹的哲学，认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命题是理
知即良知，良知即理知，知识与道德二者互为基础，这是中国哲学独有的智慧，这一智慧可以解救西
方理性主义在现代社会中所遇到的困境，从而使人类文明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成中英对中国哲学如何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去的思考，主要在管理哲学的方面有一定论述，以为中国哲
学能够应用到现代管理科学中去。
 
    成中英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知识与价值》、《
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世纪之交的抉择》等:另有英文著作《
归纳理论》、《心物同一问题》、《戴震〈原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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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 本体的解构与重建上编 近世·近代 本体诠释学的本体结构与诠释结构：兼论当代中国哲学
的诠释思维结构 后现代性（解构本体）与后后现代性（重构本体） 本体诠释与创造历史：兼论日本
近代思想的内部变革 本体诠释学视野中的日本现代哲学史 林罗山的孙吴兵法观  ——从与朱熹及南宋
事功派相比较的观点出发 中江藤树与“孝”的思想 熊泽蕃山的“时处位”思想 从善的确立形态看伊
藤仁斋的“道” 徂徕学中“道”的形态 太宰春台的“人情物理”论与法学哲学的展开 海保青陵与日
本近世新法家 徂徕学与儒法治世观 日本近代史观对“仁”的次位安置下篇 现代·后现代 论“京都支
那学”的开创者  ——狩野直喜的思想与性格 “场所”：来自根本处的思索 西谷启治的“退步”思想  
——通过“虚无”至“绝对的此岸” 丸山真男的思想世界 后现代语境中“思想性话语历史的固有秩
序”  ——柄谷行人的书写语言批判的思想性附录 作（译）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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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以其深厚的日文根底和丰富的中国古代与中世思想史的基础深入到许多著名的相关原著
中，并参考大量中日文献，探索了本体诠释学在一个族群或一个传统的思想与文化转向中所扮演的角
色和所具有的地位。
在书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从日本古学的发生和中国先秦儒家与法家的发展方面分析与彰显本体意识
典范的转化、结构与重建同时在方法学与本体学上极大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分析与彰显基于本体典范
的诠释与对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进行思想的整合与建立新的本体典范时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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