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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哲學》

内容概要

牟宗三被誉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牟宗三经历了“会通中西、
援佛入儒、归宗儒学”的学术心路。哲学是关于人生的追问，生命是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历史是人的
生命实践活动，所以，历史哲学就是关于生命实践的追问。牟宗三以文化生命解悟历史，主旨在于疏
通中国文化生命的大动脉，挺立儒学的主体性，剖析历史发展的事理与情理，为中国历史作一个哲学
思考。
在历史本体上，牟宗三认为观念形态是民族的“文化形态”之根。历史发展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明
线:就是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历史过程、历史事件;一条是暗线: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历史精神
是个人生命、民族生命、历史生命的综合概念。中华民族是具有原创精神的民族，文化生命是民族的
血液。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孔子仁心德慧的通体精神、孟子的道
德主体挺立精神和荀子知性主体的彰著精神，为中国文化生命的大义。牟宗三把中国历史精神归结为
综合的尽理精神和综合的尽气精神。中国历史是综合尽理精神的凝练，综合尽气精神的高扬，是文化
生命的流淌。综合尽理精神是“精”，综合尽气精神是“气”，文化生命是“神”。分解的尽理精神
是西方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分解的尽理精神“尽”的是具体的概念，综合的尽理精神“尽”的是心
性之源，即存有即活动，具有创生性，所以可以生生不息。牟宗三“剥蚕抽丝”地概括出历史的基本
精神。“综合的尽理精神”开出了超越的理想，“综合的尽气精神”开出了生命的健旺，“分解的尽
理精神”开出了科学与民主政治。这三种精神为人类历史注入了生命活力。
在历史进程上，牟宗三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为主流所决定的一个文化方向和文化形态。
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孔孟荀的儒家思想虽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但却彰显了通体的光辉。楚汉的天
才时代，展现综合的尽气精神。西汉是理性超越时期，东汉是理性内敛时期。历史是文化生命的曲折
承续。
在历史动力和主体上，牟宗三认为“道德的向上的心”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牟宗三重视政治法律变
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他认为政治法律决定经济形态。他主张“道德的向上的心→政治→经济”历史
推进模式。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创造者，他一方面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同时，又指出政治家和
伟大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上，牟宗三按照政治法律模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共产社会、封建主义社会
、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牟宗三把政治分为贵族统治、君主专制和民主政治，历史
发展是民主不断进步的过程。
在历史规律上，牟宗三认为天下兴亡治乱，各有常势，历史发展总有一定规律。第一，从表现方式上
看，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治一乱的循环史。第二，从表现形态上看，历史发展是文化生命的曲折承
续。牟宗三选定“文化生命”作为历史研究的因子，使历史活了起来。中国历史文化是“以理生气”
，遵循“大河向前流”规律，虽弯弯曲曲，但奔流不息，不会断灭。西方历史文化遵循“抛物线”规
律，气尽物绝。第三，从发展趋势上看，历史发展虽遭受挫折，但是，总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精神作主
导，故能“独握天枢以争剥复”（王船山）。人文生命为中华民族之大义疏通了经脉，民族是流动的
文化血脉，文化是民族的基因，文化生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
中国历史的治道表现为:儒家的德化的治道、道家的道化的治道、法家的物化的治道。政道是以法律制
度为基础的客观之道。牟宗三认为中国历史有治道无政道，有治权无政权。他主张通过建立政道以解
决王船山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皇位继承和宰相难处的历史症结。中国历史上“新外王”没
有形成，主要原因是儒学以仁统智，概念的心灵未彰显，道德主体没有开出概念的知性主体。皇帝是
一个无限制的超越体，“宗法制”和“等级制”扼杀了民主。知识分子在争取民主中的作用不明显。
所以，中国近代未出现科学和民主政治。“良知自我坎陷”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枢机。坎陷
的方式有:“道德主体”坎陷“知性主体”，“无执的存有论”坎陷“执的存有论”，“隶属之局”坎
陷“对列之局”，“理性之运用表现”坎陷“理性之架构表现”，“理性之内容表现”坎陷“理性之
外延表现”。科学和民主政治是“良知坎陷”的必然结果。“三统并建”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使命
和必然趋势。肯定道统的宗教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的人生宇宙本源。开出学统，转出“知性主体”
，以融纳希腊文化。继续政统，走向民主法制将成为历史必然。
在历史认识上，牟宗三主张“摄物归心”，物随心转，用辩证直觉的方法认识历史。“心”是认识工
具，分为“道德心”和“认识心”，“道德心”是主观化之心，“认识心”是客观化的心。在历史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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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深度上，要透过“物理”，“解释事理”。在认识能力上，认为“智的直觉”是本心明觉之所发，
具有超越性，所以，人虽有限但可无限。
在历史评价上，牟宗三认为历史评价分为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前者是通过“理”来判断历史对错，
也就是历史发展应符合“善”，遵循“伦理主义”原则;后者是以“实”来判定历史是非，历史发展应
符合“真”，遵循“历史主义”原则。历史评价应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两者兼顾。在历史理想上，儒
释道的“无限智心”为德福统一奠定了基础。他以对道德生命的关切，对民族生命的忧思，对大同社
会的向往，来阐述对人们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是现代新儒家中第一个写《历史哲学》专著的人。其历史哲学的主
要贡献:一是从形上的角度概括出中国历史的基本精神。二是认为文化生命是历史跳动的脉搏，只有合
乎人性的历史才有生命力。三是提出只有儒学有创生性，为“以理生气”找到了源头，使历史“活”
了起来。四是提出“坎陷论”，开启了新外王研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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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歷史哲學》的笔记-綜合的盡理之精神

        【綜和的盡理之精神】綜和：上下通徹，內外貫通。盡理，是對盡心、盡性（孟子）；盡論、盡
制（荀子）的概括。盡心盡性是要在禮樂的禮制中盡，而盡倫盡制就算盡了仁義內在的心性。心性倫
制，都是理性生命，道德生命之所發，故皆可曰【理】。而這種【是一事】的盡理就是綜和的盡理。
所盡之理是道德的、政治的，不是自然的；是實踐的，不是認識的或【觀解的】（theoretical，【理論
的】）。這完全是屬於價值世界事，不屬於【實然世界】事。【192-3】 
       例一。【禮記.禮器】：...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
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這是表現該精神的最精美的一段話。例二。孟子“唯聖人為能
踐形”一語。【中國的文化首先把握生命】

比較：【分解的盡理之精神】：
    西方文化生命的源泉之一的希臘，則首先把握【自然】。在把握自然宇宙所以形成之理，而能觀解
的【心靈之光】就是智。【194】 蘇格拉底之【理型】（idea,form）。愛智者。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
傳統邏輯。智的全幅領域就是邏輯、數學、科學。
    【分解】是由【智的觀解】而規定：一、抽象。二、偏至。三、使用概念，遵循概念之路以前進。
由此三意引申而說，分解的精神是方方正正的，是層層限定的。（這就是遵守邏輯、數學以前進。）
因此顯示出有圭角而多頭表現。總起來，就是【方以智】的精神。中國則是【圓而神】。
      【盡理】從內容說，以邏輯、數學、科學為主。所盡之理大體是超越而外在之理，或以觀解之智所
撲著之【是什麼】之對象為主而特別彰著【有】（being）之理。即論價值概念，亦常以【有】之觀點
而解。
        又以基督教的精神為例證。此處分解完全是就耶穌的宗教精神之為隔離的、偏至的而言。【196-7
】...他之將感覺界的一切剔除淨盡而彰顯上帝，一如幾何學家之彰顯幾何中的方圓。...【此處很牽強
。牟氏對宗教理解是外在的，膚淺的，所論不足以服人。特別是對於上帝隔離說，怕是難以令人信服
。】
       又證之以民主政治。一、外向的，與物為對；二、使用概念，抽象地、概念地思考。這表現在階
級或集團的對立；集團地爭取，訂定制度與法律。所謂盡理，就是在對立爭取中，互相認為公平合於
正義的權利義務即是理，訂定一個政治、法律形態的客觀制度以建立人群的倫常以外的客觀關係，亦
是理。【199】

    分解與綜和不在與各門學問內部的理論過程，也不在文化系統內部的內容之形成過程，而是從其文
化系統之形成背後的精神處說。它有歷史的絕對性，雖然不是邏輯的。西方從根上消融一下，可融化
出綜和的盡理之精神；中國文化生命也未嘗不可再從本源處，轉折一下，開闢出分解的盡理之精神。
這裡將有中西文化會通的途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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