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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与上帝》

内容概要

《比较经学丛书·天理与上帝：诠释学视角下的中西文化交流》聚焦数位欧洲人（以明清间为主）叉
寸宋代理学宗教属性的评价，亦即他们认为理学包含着一神论观念。这种观点正好一向被中国学者视
为西人因“误读”中国哲学和不解中国思想而发出的典型言论。然而《比较经学丛书·天理与上帝：
诠释学视角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不想站在“误读”的立场上评价那些欧洲人不懂中国思想与任意曲解
，或证明文化误读之普遍性与文化交流达致准确之艰巨性。《比较经学丛书·天理与上帝：诠释学视
角下的中西文化交流》试图将此类理解视为“诠释”，基于诠释对于思想阐发的正面价值，关注欧洲
人在自己的思想意识背景下理解一种异域文化时呈现出的“对话”实况、“沟通”实况及概念或观念
协同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解析为何“理”所包含的观念可以与他们的上帝观念相协同。进而提请注意
一个难以回避而又富于意义的问题——中国思想传统中包含一神论或有神论的见解在当今该如何面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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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莉苇，1975年生，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2003），2003-2005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5-2013年任教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关系史，主要关注16-18世纪中国文化西
传、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天主教在华发展及欧洲思想史。2000-2014年间在《中国社会科学》、《史学
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复旦学报》、《中华文史论丛》、《清史研究》、
《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比较经学》、《天主教研究论辑》等刊物发表专业论文
近40篇，于各类会议中发表论文15篇，撰写并出版专著《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
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礼仪之争——一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
——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合著）、《中西文化关系史》（合著，第一版、第二版），翻译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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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游斌
前言
一、为了文化交流中的新思想
二、诠释学视角下的文化创新
第一章 前奏：《忧郁症的解剖》与中国风气之形成
一、《忧郁症的解剖》研究状况
二、罗伯特·伯顿及《忧郁症的解剖》基本情况
1．伯顿生平
2．《忧郁症的解剖》之流传
3．伯顿的写作意图
三、伯顿论中国之内容的分布与变动概况
1．论中国之内容变动情况
2．伯顿中国知识的来源
四、评价伯顿的中国认识
1．伯顿的中国认识分类
2．萌芽态的“中国观”
第二章 利安当对“四书”的神学诠释
一、利安当与耶稣会士的态度差异
二、《天儒印》解《大学》章句
三、《天儒印》解《中庸》章句
四、《天儒印》解《论语》、《孟子》章句
五、利安当对“四书”之神学诠释法的意义
1．站在基督教神学诠释的立场上
2．对利安当作品的少许响应
3．跨文化诠释的意义
第三章 耶稣会士对理学的运用
一、《中国哲学家孔子》强调儒学之实用哲学价值
1．对“四书”主旨的评述
2．回避宗教性术语或宗教性解释
3．以经院哲学观念解释中国术语
二、耶稣会士主流派对理学宇宙论的评价
1．利玛窦论理与太极
2．柏应理勾勒理学源流
3．柏应理揭示理学之无神论性质
4．评价耶稣会士主流派的诠释
三、龙华民对理学的介绍与评价
1．龙华民报告之出版
2．中国思想的无神论性质古今一脉
3．作为第一原则和第一物质的理
4．理不是至高神
5．评价龙华民的诠释
⋯⋯
第四章 马勒伯朗士上帝观下的理学
第五章 莱布尼茨论天理与上帝的关联
第六章 从欧洲人上帝观的变化看“理即上帝”命题
第七章 自然神论者的上帝形象及其与理学的错失
第八章 余论：新教传教士重新审视中国人之真神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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