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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第2版)(精)》(作者陈来)着眼于诠释，故因诠释对象的不同而在结构
上分成六个部分：读《大学》、读《中庸》、读《论语》、读《孟子》、《思问录》、《正蒙注》。
这与一般著作以问题为焦点在全书分章有所不同。然而，这样一来，各个部分的讨论中难免会有重合
与交叉之处，使得同一个问题(如理气观)的讨论有时分布在不同地方，而没有集中呈现。从这一点来
说，全书以问题分章就有它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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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1952年生于北京，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
系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
会副执行长。现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以及多所大学的特聘讲座
教授、兼职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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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究船山的论文合着出了集子，感觉没有《有无之境》成系统
2、稍杂乱，论述无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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