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熊十力唐君毅道德与文化思想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熊十力唐君毅道德与文化思想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7521570

10位ISBN编号：7807521570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作者：刘俊哲,段吉福,唐代兴

页数：4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熊十力唐君毅道德与文化思想研究>>

前言

　　中国儒学渊源于西周文化，创立于孔子。
其发展有一个承前启后、相继更迭的统绪，这就是儒家的道统。
关于儒家的统绪脉络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自称承继了儒家的道统。
如唐代韩愈就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他又说：“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此说得到了宋初柳开的赞同，说韩愈是儒学道统的最佳传人。
宋初石介认为孙复是儒家道统的又一传人。
南宋朱熹却不以为然，把韩愈排斥于儒学道统之外，而认为二程直接承继了孔孟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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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儒学渊源于西周文化，创立于孔子。
其发展有一个承前启后、相继更迭的统绪，这就是儒家的道统。
关于儒家的统绪脉络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自称承继了儒家的道统。
如唐代韩愈就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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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熊十力的道德思想　　熊十力不仅是中国现代新儒家之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最富
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
他的著作主要有《新唯识论》、《体用论》、《佛家名相通释》、《原儒》、《明心篇》、《乾坤衍
》、《读经示要》、《十力语要》等。
　　熊十力没有道德哲学专著，其道德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之中，尤其是在《新唯识论》、《原
儒》、《读经示要》和《十力语要》等文本中凸现出来。
　　熊十力的道德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德，尤其是对先秦《周易》、孔子和孟子的道德思想的直
接继承，因此传统儒家的道德思想构成了熊十力道德思想体系的主体内容。
与此同时，熊十力的道德思想是接着、而非照着传统儒家道德讲的。
也就是说，熊十力的道德思想是他在儒家传统道德基础上的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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