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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集》

内容概要

《汤一介集》收录了汤一介先生初入学界至今的著述和演讲等，全面展现了汤先生的思想轨迹与学术
贡献，也从侧面折射出我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儒、道、释
三家学说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文集分为十卷，依次为：《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早期道教史
（增订本）》、《佛教与中国文化（增订本）》、《在儒学中寻找智慧》、《思考中国哲学》、《面
对中西文化》、《有话要说》、《深夜一盏灯》、《和记者谈心》，是内容最全、学术水平最高的一
部汤先生文集。每卷都配有多幅彩色插图，记录了汤先生求学时代至今的生活点滴，为读者展示一个
生动鲜活的学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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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一介，1927年生，湖北省黄梅县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
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主要著作有《郭
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主编有《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
儒藏》（精华编）、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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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
本卷收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写的已刊或未刊论文，表现了作者在1949年前对哲学的探索与
思考，以及在1949年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极左思潮影响，一个中国学人从想当“哲学家”
而最终只能做一个“哲学工作者”的历程。
第二卷《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
“文化大革命”后，作者力图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努力追求以真正哲学思考的方式进行研究。本卷
以玄学家郭象为中心全面论述了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在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书中通过
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来寻找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梳理了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了哲学方法
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并深入分析了
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发展的原因。
第三卷《早期道教史（增订本）》
本卷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深入研究，肯定了“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
将道教提升到学术层面来探讨，期在重新建构道教思想体系。书中指出，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虽然不
同于儒家与道家，但其思想源流却又离不开这两家，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儒道互补为特征的。书中还特
别讨论了道教仪式和它的组织形成，并从四个角度入手讨论了当时的佛道之争。
第四卷《佛教与中国文化（增订本）》
本卷是作者在佛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书中讨论了印度佛教传入与当时玄学、儒家、道家的关系和争论
，介绍了隋唐时期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思想，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没
有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而发生战争的内外原因，考证了与佛教相关的部分文献等，并收入了作者对
《心经》的通俗讲义。书中注重从佛道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佛教，展现出佛教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作用
与影响。
第五卷《在儒学中寻找智慧》
本卷是作者在儒学研究方面论文的汇编，展现出作者对儒学现代意义所作的思考。书中探讨了儒家思
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问题，阐述了作者长期思考与关注的儒家哲学中的真善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情景合一、普遍和谐、内在超越性、内圣外王之道、道始于情、和而不同等理论问题，并分析了之
所以编纂《儒藏》的原因、意义等问题。
第六卷《思考中国哲学》
本卷是作者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论文的汇编。书中勾勒了作者研究哲学的历程，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
的范畴体系等核心问题，提出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是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种力量所形
成的张力制约下前行，从中国现代哲学的探索与创新角度指明了中国现代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并提
出了“创建中国解释学”的理论构想，最后还缅怀了中国现代哲学家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第七卷《面对中西文化》
本卷是作者对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方面论文的汇编。书中分析了中国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中国
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从中国学术界出现的“文化热”现象反思了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性，并通
过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扩展了这一反思，论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必定会
对双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意义，也抒发了作者对现实文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感受。
第八卷《有话要说——序跋和致辞》
本卷收入了作者为自己和他人写的序跋，以及在一些会议上的致辞。是作者在特定情形下要说的话，
展现出作者在许多问题上的独特视角与思考。
第九卷《深夜一盏灯——散文和随笔》
本卷收入了作者所写的散文与随笔，分为“在进退两难之间”、“我爱我家”、“北大，我的精神家
园”、“所感、所思、所忆杂录”、“需要有不同的声音”、“文化随笔”、“我从哪里来，我到哪
里去？”、“中国的‘老天爷’”等七个部分，其中追忆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家庭生活、在北京大学
的学习与工作，并记录了平时的所思所感以及文化随笔等。最后两部分内容分别出自作者与人合著的
《生死》、《天》两部随笔集。
第十卷《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
本卷收入的是记者们对作者的访谈、报道，以及学界对作者研究的相关论文等，由此可从生动活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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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或他人的视角等来了解作者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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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集》

精彩短评

1、今天刚收到儒藏寄过来的。今年6月份去北京，经学史工作的会上，汤先生拖着病出席了，尽管是
一个很小的会。他说，我最近身体不好，可能只能说几句话。我最近出了一个文集，里面有些我的思
考，我手里出版社可能给了20套，你们在场谁没有的可以拿去，还不知道够不够。这时王博老师连忙
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去买上几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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