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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长河》

内容概要

《思想的长河:文化与人生》所收入的文章，涉及之面较广。就言说内容而言，既关乎思想，也兼及人
物；就形式而言，则包括演讲记录、序言、评论，等等，它们在宽泛意义上也许都可纳入随笔之列。
当然，与游记见闻一类的随笔有所不同，书中的多数文字都仍未脱学术之域，不过，相对于狭义上的
学术论文，收入书中的文章多少避免了理论的艰涩。为便于了解有关的背景，书中对一些演讲记录及
已发表过的文章，作了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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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国荣，男，1957年10月生，浙江诸暨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美国比较哲学
杂志Dao:A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编委，清华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在海内外出版学术著作10
余部，其中主要部分收入《杨国荣著作集》（11种，2009年出版）。多种论著被译为英、韩、德等文
在国外出版或发表。2013年8月，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杨国荣当选为国际形而上学学
会主席，成为该学会主席的首位华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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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己与成物
学术自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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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可有义。”每
种文化都有它核心的概念。就西方文化而言，这个概念就是logos（理性、理法）。纵观西方哲学乃至
其文明史，无不围绕这个概念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并且它在“道”上得到了集
中的体现。1. 何为道《诗经》有云，“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悲伤，莫知我哀。”这里的“道”
指的是道路。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为“道”做了两种外延，“天道”与“人道”。天道是万物运行之理
，宇宙存在之法。《周易》中所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的道即为天道。人道是
关系人的活动、社会组织的，它体现了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价值原则。中国古代著作中不乏对人
道的描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道不同，不相为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等等。人道还为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一套“规范系统”。中国文化向来将礼、法、道联系在一起：
“礼者，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礼与法共同规范了人在社会中的行为规范，不过
“法”比“礼”更多了些强制的味道。2. 道与具体技能大家都对庖丁解牛的故事耳熟能详，更对庖丁
精湛的技艺印象深刻。庄子在解释庖丁技艺之所以如此精湛时写道，“所好这道也，进乎技矣”。这
里对“道”和“技”作了区分，而“技”发展到高阶段就是“道”了。“技”是指那些知识性、技术
性的特殊能力，而“道”却要对对事物做整体、全面的了解。中国文化对道与具体技能的区分多有论
述，比如荀子的“万物为道一偏”，说的就是具体事物都是“道”的具体体现。这种划分对中国知识
分子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亦好亦坏。3. 智慧与知识由“道”与“技”的划分，边产生了“智慧”与
“知识”的划分。知识是属于特殊领域、技术性的、片面的，而“智慧”却更加统一、一致。“吾道
一以贯之”表达了对“道”的要求：它是不变的，描述了恒定之理。中国文化是区分“为学”和“为
道”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里“损”是指精简、提炼。“道”的统一性有两方面，一是它
描述了世界复杂现象背后的一致性，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二是它描述了世界变化、发展的规
律。作为追求只会和真理的人，应该“一道观之”，以统一的法则为原则，克服各种片面性带来的偏
误。4. “人”、“道”不分《老子》中有“城中有四大，道，天，地，人。”，《中庸》也有“道不
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这些论述都表明，“道”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而
是与人息息相关，如果人因为追求道而远离他人，那他追求的就不是真正的道。“人道不分”可以说
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重要区分。西方哲学常常用思辨的方法去构造一个抽象的世界加以分析，而
“道”却强调通过人自身的知行合一，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来表现“道”的含义。杨国荣
教授这样论述：“概而言之，从哲学层面来看，肯定道和人的存在以及人的社会生活的联系，其内在
理论趋向在于沟通形而上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将注意的重心放在存在意义的追寻之上，而不是去构
建思辨的世界。从价值的层面来看，它则表现为关注现实存在，远离超越的、抽象的世界。这既体现
了道的追问的内在向度，也够成了中国文化智慧的重要方面。”“日用既道”，“道”的智慧在实践
中便形成了“中道”、“中庸”的文化传统。5. 道与人的成长和发展从前面提到的“形而下者谓之器
”，到孔子所言“君子不器”，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轻“技”、重“道”之意的。它的消极影
响是导致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生产劳动，自视清高；不过其积极意义在于它教育人们要知行合一、言行
统一，不能单一化、片面化。最后说说对这本书的感受。能发现这本书纯粹是因为在图书馆里的偶得
——这本封面设计颇为大雅的书放在一堆旧书中非常显眼，于是我就发现了它。全书包含作者三十余
篇文章，内容、体裁均不同，对我而言，讲述中国哲学的文章读来收益最大、各种演讲的整理搞质量
最高。全书读下来能加深读者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学经典。国学经典不仅是
道德教化、励志故事，也是对一个统一的中国哲学框架的多角度注解。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疾呼国人
应该认同“中国哲学”的急迫之感。

Page 6



《思想的长河》

章节试读

1、《思想的长河》的笔记-第278页

        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常常被是为两种迥然相异的哲学趋向。很多人质疑哲学是不可验证，不可交
流，不可信赖的，也就是说，没有实用价值的。面对这样的质疑，分析哲学强调通过逻辑分析才能得
出正确的结论，也因此成为“形而上学”的对立面。而中国哲学包含大量的单纯的体悟、体验或独断
的思辨。#果断放弃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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