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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是虚啊。。。
2、眼光独到，寥寥数语即可把握某一思想家的要害。可惜对于韦伯问题还是过于乐观了。
3、总怀疑一读就懂的书究竟是不是好书。
4、如果不是单单把演讲录下来，而稍微精炼些词句，可读性就强多了。
5、again，偶像型学者。其实算是普及入门型，挺好读的。提供的并非信息，而是视角。
6、研一读毕。
7、学习 启发
8、好看到不会吐槽了
9、挖坑 儒家的自我毁灭及其可能性的中心
10、作为了解性材料，还是很清楚的
11、脉络清楚，言辞恳切，大家风范，可惜就是创见少了点。
12、为了找杜先生的书而随意从书架中抽出来的，没想到竟然如此学术。十二讲的内容，杜先生从历
史的、世界的角度来讲，从西方讲到东亚，最后几讲才落脚到儒学，内容涉及大量的社会学，心理学
理论，并如他书中所说，“问题多过于答案”。可惜我才疏学浅，不得其解。但仍然强迫自己读完，
望日后再读此类书籍时可以有所参考，不至今日这般艰难。
13、放在当初想来还是很有启发性的，老杜说话也还是比较有分寸的。
14、现在读来有时过境迁的恍惚，但是“多元化”的探求是大势所趋了
15、粗粗用过
16、杜在台大的演讲稿集结而成，关心的中心话题是儒家传统如何融入现代社会。最近读了些第三期
新儒家当红大牛的书，中心话题基本都是儒家传统与现代，而且基本都是高屋建瓴的从国家层面，甚
至从世界伦理层面谈，少了些古时圣贤所谓的日用常行即是功夫入手处。
17、杜先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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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高中时对马、列、主、义高度怀疑时，没有人告诉我有这样的书，当时的我痛苦不堪，虽嘲弄政
治老师，但也迷茫万分。晚了16年，这就是教育的缺失。孩子需要的不是单纯的物质和关注，而是“
解惑”，当时如果能有成人引荐此类书籍，我的人生观和气度、格局绝非今日可比。理想的缺乏，价
值观的迷失是教育最大的失败。
2、进入商业社会8年，为苟活而混迹。今天看杜先生的大作，犹如让灵魂去丽江发呆晒太阳。从空洞
的繁华中抽身，在人文的阳光下享受。真是一种享受！多年没有这种读书的感觉了。可惜，发呆晒太
阳，只能是旅游，不是生活的全部。希望尽早退休，好好发呆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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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笔记-第55页

        在北大天老爷让我听了他的杨牧讲座，大师高山仰止。应该是在达文书堆得知他的思想。新儒学
的世界主义者，真是没有资格点评

2、《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笔记-第十二讲

        观点突出但耽于繁琐
杜先生的这本著作观点突出，但读来未免有一种啰嗦的感觉，同样的意思翻来覆去地说，也许是为了
外国读者理解的需要，建议其他读者略读把握作者意图即可。

3、《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笔记-第36页

        关于儒家的反思能力的问题，杜强调儒家的修身和反求诸己的一面，忽略了作为儒家理想政治模
式的三皇五帝时代的黄金时代的存在，极大的妨碍了儒家对自身思想体系的反思。在这一点上，杜至
少不够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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