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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十九講》

精彩短评

1、牟先生晚年畢竟有點固執
2、提纲牟先生的几部大书，真知灼见，是今年读的最好的一部书。
3、体系庞大，只能读懂一两成。要真对中国哲学有所悟，还需掘原典求实证啊！
4、读的联经版。好书，比冯友兰胡适之辈的哲学史好许多。
5、真正的啟蒙讀物

6、联经全集本
7、 下载的版本是牟宗三先生全集029：中國哲學十九講。联经。
8、牟宗三雖以新儒家自居，但其哲學思想擴博而獨到，對儒、釋、道和西方哲學皆有深刻的理解和
洞見。許多專門的佛／道學者亦未嘗有此深度也。此書可視為牟先生對中國哲學的一個「大綱」，是
了解牟學的一本入門好書。
9、好书，第一遍读完，受益匪浅，续至少再读两遍
10、这本书里讲宋儒，讲佛教的圆教都很清楚。但是读这书最好先对康德哲学等有个大概的了解，省
事。
11、牟先生的書當年其實讀了不少，但太概性情秉賦相差太遠吧，始終不能游於其思想世界之中。錢
穆先生最討厭就是「門戶之見」，我也努力將之排除，可有時人與人之間就是這麼微妙，就算心胸如
何廣闊，心與心之間的差距卻一定有別。
12、前面很喜欢，学到很多，读到第十三讲，实在不行了⋯⋯还是自己修养不够
13、读的是联经版，应该早点读的～
14、我讀完最後一頁，在家裡大笑，牟老爺爺真是太可愛了！這本書不僅討論了中國哲學中許多重要
的問題，而且這種做學問意在下學上達與經世致用的態度也正是中國哲學的關鍵。這本書可以看作牟
教授哲學體系的一個介紹。看過這本書我許多問題依然不太瞭解，譬如為甚麼一定要說「心即理」？
「性即理」為甚麼不必然是autonomy?為甚麼要把康德的三個postulates 變成一個？為甚麼成佛一定要
有必然性保證？好吧，其實我根本上對康德的道德哲學的各種概念都很疑惑，亟待學習康德。
15、看了頭一百頁
16、垬是最反理性的组织
17、此为牟先生的弟子整理之讲稿，再由他亲自修改，从书中感到牟先生讲话和蔼谦虚 ，没有半点多
余。看到道家玄理之性格的纵贯横讲时，感动和认同感使人神伤，此书读过三五遍，虽说是入门级，
但也值得一读再读。先生早已逝去，千古遗憾。
18、入门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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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十九講》

精彩书评

1、牟宗三先生在對魏晉玄學（《才性與玄理》）、隋唐佛學（《佛性與般若》）、宋明儒學（《心
體與性體》《從陸象山到刘蕺山》）梳理后，寫成此書《中國哲學十九講》。全書更是在中西哲學比
較的大視野中展開，而且深入各家理路，能發現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全書處處有靈光閃現，這些我就
不說了，大家可參看此書（臺版無刪節）。由此書使我想到一個問題，以哲學的方式梳理中國古典思
想，能否把握中國思想的實質？《中國哲學十九講》絕非泛泛之作，絕非淺顯之作，其對中國思想史
中的很多問題均有深入探討，但我依舊於心不安。不安何在？如果說滿清三百年是異族統治，斬斷我
民族命脈，多數學者疲於考據疏於義理，固此時期之思想無足論矣，我勉強同意。但是兩漢時期呢？
在《中國哲學十九講》中竟無有篇章。兩漢時期的經學，無論是春秋公羊學，還是今古文經學，對于
中國思想史有莫大的影響。同時，董仲舒對於中國思想史來說有著相當的重要性，很難想象中國思想
史研究中不處理董仲舒這個人物。缺乏了兩漢這個重要時期，總讓人覺得哲學史的起承轉合稍顯粗略
。所以我以為，中國哲學研究需要更進一步，擴大西方式的“哲學”之內涵，需要更為寬廣的響度。
當然，也許“哲學”一定層面上說是僅止於西方的一種思維方式，也許“中國經學史”此類的研究會
更為真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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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十九講》

章节试读

1、《中國哲學十九講》的笔记-第四講

        其實，道德並不是來拘束人的，道德是來開放人、來成全人的。

2、《中國哲學十九講》的笔记-序

        簡述明固有義理之性格，問題則示未來發展之軌轍。繼往開來，有所持循，於以知慧之相續繩繩
不已也。此為序。民國七十二年七月。注：民國七十二年即為公元一九八三年。

3、《中國哲學十九講》的笔记-第二講 兩種真理以及其普遍性之不同

        真理大體可分為兩種：一種叫做外延的真理(extensional truth)，一種叫做內容的真理(intensional
truth)。外延的真理大體是指科學的真理，如自然科學的真理或是數學的真理。

4、《中國哲學十九講》的笔记-第一講 中國哲學之特殊性問題

        事實的記錄也可以算是一種說明，這種說明叫做描述的說明(descriptive interpretation)。科學的說明
是描述的說明，而哲學的說明是理性的說明。說理由，就是一種理性的說明(rational interpretation)，這
就是超出科學的範圍以外，這種說明也可以叫做哲學的說明(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真理必須要
通過這限制來表現，沒有限制就沒有真理的表現。這是人的悲劇性，人的悲壯性就再這個地方。道必
須通過它來表現，它是個通孔。它既然是個通孔，就同時有個限制，道就在一個通孔上顯現，並沒有
全體表現出來。這就是一種paradox，就是莊子所說的“弔詭”。也就是由這種paradox，所以才有辯
證dialectic出現，這叫做dialectical paradox。黑格爾把歷史看成是精神的發展、精神的表現史，它裡面
有一種韻律，一種內在的律則(intrinsic law)，它有一種節奏，這種節奏就是所謂精神發展中的節奏。這
個就是精神發展中的一個內在的韻律，這種韻律就叫做歷史的必然性。它既不是邏輯的必然性，也不
是科學裡邊那個機械的因果律。這種必然性，就叫做辯證的必然性。歷史的必然性都是辯證的必然
性(dialectical necessity)。如果只講歷史的必然性，那就是黑格爾那個話出現：凡顯示的就是合理
的(what is actual is rational)。這個rational，是指合辯證的理性，是套在辯證的發展中講的，它不是邏輯
的理性，也不是科學的理性。所以我們講歷史，除了歷史的必然性以外，一定要講一個道德的必然
性(moral necessity)。照這個意思，講歷史就要有兩個判斷，一個是道德判斷，一個事歷史判斷。中國
哲學，從它那個通孔所發展出來的主要課題是生命，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生命的學問。它是以生命為它
的對象，主要的用心在於如何來調節我們的生命，來運轉我們的生命、安頓我們的生命。這就不同於
希臘那些自然哲學家，他們的對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為主要課題。因此就決定後來的西方哲學家
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來就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metaphysics。這個metaphysics就是後來康德所
說的theoretical metaphysics。

5、《中國哲學十九講》的笔记-第三講　中國哲學之重點以及先秦諸子之起源問題

        中國文化在開端處的著眼點是在生命，由於重視生命、關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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