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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唐君毅先生的书很累，唐先生的逻辑思维极为缜密，行文习惯往往是抛出一个主题而讨论之，
大主题又生小主题、小问题，主题问题环环相扣，先生于其中闪转腾挪、进退如意，我则战战兢兢，
阡陌纵横，茫然四顾，迷路是常有的事。然而迷路、疲累都不能胜过一窥先生精神带来的契合和喜悦
。 　　 人多批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结合中西文化的方法论，认为人只能执之一偏，中西
学问难有融合，但唐先生却有将西方“理性之智”和东方“人文之仁”贯通的大智慧，他也相信唯此
为中华民族重新振作的必然发展。从小而说，上面提到的唐先生的行文风格也是西方所谓“人文科学
”的标准方法，研究问题普遍化和客观化于外，与“我”保持一段距离，仿佛与我个人得失厉害全不
相关，再用理性思维去分解分析之。先生更胜一筹的是，其对问题的分析不像西方诸学者治学的纯视
为外物，泛滥无归，先生是时时用良知来做权衡，内外浃洽而至“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此乃最
高级的学问思辨之方。我辈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一书共分五大部
分，兹述如下： 　　 第一部分是由中国和西方人文精神发展的历程得出二者人文精神之相异，西方
人文精神琐碎孤立，不能代表西方主要的思想发展，更比不上中国人文精神的绵延相续、体大而系统
。 　　 唐先生把古今中外人类的文化分为人文、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五类，所谓“人
文精神”是发乎于人，“而其对象亦是人或属人的东西，人文精神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
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如次人文，更决不加以抹杀
曲解如反人文，以免同于人以外如超人文、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但广义来说，这五类精神同
出于人，又或多或少止于人，因此可被人文精神囊括，即或反人文精神由反思吸收后也可成为人文精
神之一部分，如对法西斯、集权主义等反人文思想的反思而有的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中国几千年来的
文化发展就是一部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其重利用以厚生，摈弃对人以外自然物的理性研究，大异于
古希腊之重求物之真理的精神，利用过重至于现代科学精神不能诞生自我国。 　　 西方人文精神起
源自古希腊的普罗太各拉斯，其名言为“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后经苏格拉底、西塞罗，到
近代的康德、席勒、歌德诸人，再到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阶段，百舸争流、莫能
相尚，并没有形成一个健康的传统。根源则在于西方思想乃是一复杂的杂合体，“偏于自然主义与理
性主义的希腊思想，与信超自然主义重启示信仰，而以神为本之希伯来主义、中古思想，乃一根本的
对立。而尚个体自由之希腊雅典思想，与尚法制组织之斯巴达、罗马之精神又是一根本的对立。这两
个对立，使西方传统之人文主义思想，陷于上帝与自然之夹缝中，宗教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逼迫中，及
法制组织与跟人自由的对峙中。” 　　解决西方思想张力的途径就是重人之心性，重实践功夫，知行
合一。 　　 第二部分拎出乃今似覆盖一切的科学，指出科学精神的实质是“重用分析的理智，并超
越已有经验限制的精神”，中国缺乏科学精神导致的人之思想的局促萎缩、仁心之不能扩展、理智分
析之心用于人事而形成世故猜疑和作伪心，而科学理智心的怀疑精神又必导致虚无主义，需仁心为之
主宰。 　　 西方科学精神源于对自然万物真理的追求，属于非人文精神，近代科学精神的变化，如
卡西尔在《实体与函数》一书所说，即古希腊科学重在了解学问对象的体质，形象与种类，而不重了
解形数的函数关系与自然物之相关联而运动发展的定律。近代科学上的定律，不重在说什么种类之物
如何，而重在说明一物如果在某位置，或外物在何条件下便如何，重在“如果⋯⋯则”（区别于全知
上帝的中知，如看上帝下棋只能猜测其表面规则）。科学重分解和分析，必至于虚无之主义，需仁心
之裁制主宰。而科学对吾国之价值亦可使局限于日用伦理的精神提升至更高境界，科学精神还可使人
之虚灵明觉之心向前探出，仁智而一。 　　 第三部分纵瞰百年来中国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的发展而
终至没有民主建国的结果，没有社会组织和个人精神基础，学步于西方各政治思想流派而谋民主建国
的不可行。而社会组织基础的建立需要用理性心灵打通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区隔，社会组织和国
家乃是个人的外在化、普遍化和客观化，实为一体，进而融会西方重目的结合的社会组织和中国重伦
理亲情结合的社会组织，随意方圆。 　　 百年来的民主建国进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而终止，“
中华”表示不忘传统，“人民”代表民主和民权，“国”表示一国凌驾于任何政党之上，而观现今，
则名不符实多矣。吾国国民精神中与民主建国不相应者多，执国家、民族、组织、个人一偏，互视为
工具，甚或古代之“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必须进行反思和转变，建立个人、组织和国家三位一体的
建国精神，用“圆而神”的中国古代组织精神去化解“方以智”的西方组织精神，避免西方各国内示
民主、外争霸权而起的国与国间的紧张。 　　 第四部分则是反求诸己，近代中国外在环境的巨变和
清代以来真人文精神的萎缩而致诸学者用力于外，相互攻捍，功利之心泛滥。西方基督教之谦卑、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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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斯宾诺莎之遁世哲学，科学之推开来分析精神，不能全部解决缠绕于人的内外问题，当以儒家内
恕孔悲之心结合以上精神去掉近代以来人之身心枷锁，反求诸己而又合内外之道。 　　 我国古代之
学者多秉“守先待后”的精神，提腋后进、不忍文化之断绝，皆在于他们能以反求诸己之精神正视自
己的不足，而有见友而谦卑、思圣人而景仰之觉悟；而今之学者用力外求，互相挞伐，终至逼人做自
我检讨，人做检讨是屈服于外力之判断和价值，而非真反求诸己的良知裁衡，必有精神崩溃者，观十
年浩劫即可知，二者之差别如天地而其几若微。 　　 而我们亦不能对向外驰的人们加以直接批判，
“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我们只能以儒家内恕孔悲之精神，唤醒人之良知，或由人之良知之呈显
处，指点其良知之存在，而使人自己逐渐扩大良知之呈现。或以自己之行为，感动他人之良知之呈显
，“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我们只是希望其如此而不
能强迫其如此，即内为宽恕之道，外显为悲恻之心，此乃儒家的反求诸己和师友策勉之道。 　　 然
而，在当今社会形势下，古之反求诸己和师友策勉之原样形式亦不足够，内外紧缚纠结的解开，“亦
须肯定我个人与此我个人以外者之分别。我需要首先把此我个人以外之其他个人、人间社会及自然界
所显于我前之一切事象（一切我所接之刺激事象），先加以外在化、客观化，与我个人为相对；而于
此相对中，开拓出我个人与我之外者间之空间，而打开人我间之纠结和紧缚，觉外部之世界与我不相
为碍。而次则赖于人之兼能随时随处，对其一切活动、一切生活，有一自觉，而使一切向外求之生活
与活动，皆同时成为人之自觉心所综摄凝聚，而被收进者。因而我之向这些外在化客观化了的东西，
一切有所求的活动，都初可自觉是求诸外的，需要向内之更大开拓来涵摄之。内外和合而至更高明境
界”此涵摄可包括斯宾诺莎之决定论和必然论，可涵摄西方道德哲学的概念和理性。此中有一比喻，
即土星式之道德生活，土星与土星环间之空间比喻我与外界之他人等间之空间，土星环比喻我之向外
求而与人共同参加之社会文化生活之各方面。土星本身比喻我之道德人格、道德理性或良知之自身。
外环绕中心而旋转比喻道德人格主宰其社会文化生活之各方面，此各方面皆为此人格之中心所摄吸。
土星环如无土星，此环必分裂而散，比喻人只随其所感受外在事象的刺激而反应，或只顺俗生活，人
之精神必分散而归于消失。如只有土星本身而无环，土星顿显单寒，比喻只有道德理性或良知之运用
于当下的个人日常生活，则人之人格之精神内容，亦必不免贫乏枯淡。 　　 第五部分是使人的精神
向上超拔而至的宗教精神分析，基督教、回教、印度教、犹太教、道教各有其价值，而儒家之三祭（
祭祖、祭天地、祭圣人）宗教精神可化解各宗教之矛盾，而致世界宗教精神的太和。 　　 我国之教
育往往将宗教等同于迷信和愚昧，甚或精神鸦片，而只肯定所谓“科学”的价值。但我们不了解科学
只是扩大已知的世界，而人之心灵主体则超越涵盖于所已知的世界之上，而可另有其活动之义，则知
宗教根本不在科学之世界中立根，而他亦不是依于人对自然的无知及错谬迷妄的知识或迷信而生起，
他根本不是依于人之求知活动而起，而是依人之超越求知之活动本身，之超知的其他人生要求、人生
活动而起。此超知的其他人生要求和活动，亦不必即是主观的，从人之心灵主体发出的，不必即是主
观的。主客观之分当以有无普遍性为衡定，即是否合理性为衡定，而不以是否依于人之主体心灵而发
出，以为衡定。科学有客观的真理、艺术有客观的美，道德世界有客观的善，宗教有客观的神圣。宗
教在人之超知之活动上立根，在超越所知之现实世界之精神要求上立根。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即是“
求价值的实现与生发之超越的圆满与悠久之精神要求或活动。而不能由科学及现实经验证实者。” 　
　 由此，基督教以其罪恶意识、佛教以其苦痛问题、回教以其绝对正义要求、印度教以其梵我合一、
道教以其求生命永远延续，都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各宗教之内容或多有矛盾者，然吾人当不重宗教
之具体信仰内容上着眼，而唯自人依于其超越性而生之宗教的精神要求上着眼。而儒家之学可兼而涵
摄各大宗教，可安身立命（自安其身，自立其命，而非求得一此身此命之外之另一处，而安放置此身
此命于上，于是一超越的宗教信仰，遂若成为人之唯一的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儒家的三祭之礼涵
盖乾德和坤德，生生不已、悠久保存，于祭礼中复其生命之根，具有宗教之超越义，本礼乐精神，可
涵摄人类之宗教精神。 　　 　　 读罢此书，世界人文、政治、宗教、科学、哲学的格局，其如示诸
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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