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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本体论》

内容概要

《仁学本体论》后记

2010至2011年，李泽厚先生出版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但我一直未
曾注意。2012年夏在吉林大学开会，听到有学者发言提到这两本书，于是在2012年12月末我请学生帮
我买来这两部书，并细读一过。李泽厚在书中说：“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
登场的时候了，当然还早了一点，但可以提提吧。我先冒喊一声，愿有志者、后来者闻鸡起舞，竞创
新思，卓尔成家，走进世界。”这两部书所说的“中国哲学”不是泛指当今中国的所有哲学研究系统
，而是专指中国传统哲学直接传承的系统，即所谓“中、西、马哲学”的“中哲”。因此，这一关于
“中国哲学”登场的呼吁，无疑是对作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的挑战与促进，而吾人必须响应这一呼吁
、回应这一挑战，以促进中国哲学当代的发展。于是我立意以仁本体回应李泽厚的情本体，期以带动
中国哲学界的更多响应。当然，李泽厚表达的是要“走进世界”即从世界哲学的范围对中国哲学登场
的期盼，而我们的立场则以适应中国当代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需要为主，并非专以世界哲学为思考
基点，但无可否认也包含了针对现代世界的意义。
按韩愈有“五原”之作，《原道》、《原性》、《原人》、《原鬼》等，而没有《原仁》，因为按照
他在《原道》的说法，仁是定名，以博爱为义，不用再加讨论了。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贞元六书
，书名皆以“新”字为首，如韩愈有《原人》篇，冯先生书称《新原人》；韩愈有《原道》，冯先生
书称《新原道》。但冯先生没有《新原仁》之作。“原”之一字，兼有二义，一为穷其源头，一为究
其根本。在一定意义上，本书可谓为“新原仁”之书，但不是强调推其源头，而在推究其根本，阐明
其本体义。冯友兰先生《新原人》自序有云：“此书非考据之作，其引古人之言，不过以与我今日之
见相印证。” 可谓先得吾人之心。
其实历史上亦有以“原仁”名篇者，如唐人李韦筹有《原仁论》，见《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八：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则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则曰仁；得已而有者，
则曰利也。善畏其利，善决其仁，皆圣也。汤、文王是也。
原意曰：圣人视生民以天下，襁褓在焚溺，无不挈者。然则挈而授其家乎？将遂挈而有之乎？彼家无
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则得已而利矣。夏无人也，汤有以仁。殷有人矣，文王畏其
利。前贤明汤意，故曰无伯夷。后圣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
但我们的《新原仁》并不是接着唐人这种“有天下”的政治思想讲，而可以说是接着《新原人》、《
新原道》等现代中国哲学思想讲。《新原仁》即对仁的根本义进行深入研究，而建立一仁的本体论。
不过，由于在语音上，“新原仁”与冯先生的“新原人”无法区别，容易混淆，而本书是以仁本体观
念为中心，因此本书定名为《仁学本体论》，而以《新原仁》为其别名，并书于扉页。前辈国学大师
饶宗颐先生欣然为之题名，作者在此特表深深的感谢！
上月在北师大会议上承牟钟鉴先生赠其新书《新仁学构想》，其中之义，多与鄙见相合，可见仁学的
重建在当代已经是有志于发扬儒学者的共识。与牟著不同的是，本书集中于“仁体论”，关注在本体
的哲学层面。其实仁学还有很多方面，我们期待在仁学当代重建的时代，有更多的、不同方面的仁学
论述不断出现，共同促进当代儒学的发展，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生和谐。
陈 来
2013年12月于北京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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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本体论》

作者简介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馆
馆员，教育部社科委哲学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著作多种，除三联书
店已出版的“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外，还有《东亚儒学九论》、《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回向
传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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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本体论》

书籍目录

绪言

明体第一
原仁上第二
原仁下第三
仁体第四
道体第五
天心第六
万物一体第七
生物之心第八
生气流行第九
心本实体第十
情感本体十一
仁统四德十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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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本体论》

精彩短评

1、祖师爷的书啊⋯⋯第一章击中了我，但是我太渣后面看的有些困⋯⋯
2、是“新原仁”而非“新原人”，陈来的抱负显然不止于接着冯友兰往下说。
3、此书为陈来先生野望之作，宏大叙事今人多不敢为，此书六经注我，似不新鲜却是对于新儒家思
想乃至李泽厚哲学的统摄总结，虽亦一家之讲，可见彼与冯氏六书命脉相继；书说仁体，兹不累言
4、陈来先生继承冯氏，接着讲，并更进一步推进，显然是在建构自己的学问体系。
5、留待备考。虽不明亦觉厉。
6、还行，挺不错的，哲学史，但无创造性思想。尤其讲阳明中的“仁”为本，与万物同体。故“亲
民”与“明德”为一体。然而朱子中所言就不一样，以仁为体，含有天理教化之意。
7、读到生气流行，我尽力了，陈来的书实在太无聊了。。不过也有自己学养不够的原因，还是等把
朱子学的基础打得更扎实了再读此书吧。
8、陈来老师这本书和之前的学术著作不同，试图建构自己的体系，篇章布局很像熊十力，可惜思想
没有熊先生精深，结合了西方哲学的语境，写得也可以吧。
9、当代中国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对西方文化做出回应的过程中重新构建起自己的价值体系。陈
老师这本书不仅接着宋明理学，接着朱子，而且对近现代李泽厚等人的本体论也有所扬弃，可以说是
一部集大成之作，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之作。不过希望多讲工夫论，毕竟顿悟只是个神话，渐修
才是我等凡人的正道。
10、发掘朱子的仁学思想，继承修正熊十力体用一源说，哲学意味浓、儒学意味淡，总体未超越前人
思想。
11、书中间部分不错。其他地方净在胡扯。
12、礼阿，在妓院的脚踝上，在喝农药的农民肾里，在延安的痛处里，在异乡的工厂，是十亿心知肚
明里，孕，和吃，辜负了年少的人，没了
13、其实就是 新原仁 ，但是我没看出来陈来先生对熊十力先生的继承与改变 ⋯⋯ 
14、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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