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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中的独体》

内容概要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其在更新和弘扬孔孟传统，汇通东西方哲学方面自成一家之言，具
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本稿前半部分是他早期的著述文选；后半部分《中国文化的省察》是牟宗三先生
的演讲集，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见解。

本文就是想把罗索派的觉知因果说与康德派的知识可能说结合起来而予一种新的解析, 在另一种不同
的路上发展、至于结果，也许在正的方面，也许在负的方面，作者之愚不敢绝然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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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中的独体》

精彩短评

1、你说的很对,可是我就是很排斥你的语气~
2、删节的太多。
3、红楼梦评述
4、 一本好书，即使部分内容被“此处略去xx字” ...
5、《中国人的具体感与抽象感》《阴阳家与科学》二文论国人性格之缺陷甚佳。《中国文化的省察
》全篇论近代政治之得失有妙处，然多被删节。大抵牟氏之佳一则用西哲之理念解释传统之学问，二
则为居中立之地，能冷眼旁观世之变迁，又能学有所传。其失则为论世之失甚佳论此世之目标亦可，
然如何具体的实行，其理念则少有论述（可说此为民国诸子之通病，亦可说治此国太难 -- 必须大一统
、国必须强之理念害人不浅= =）。牟氏所言治此国则需三民主义，然昨日之三民主义如何失败则不
论，明日之三民主义如何实现如何实施则不论，台湾一地之成功能否推广到全国如何推广到全国亦不
论。49之后大陆之学者不死则或为苟且或做聋哑状，港台之学者尚能著述育人，然总而论之，能为大
家者有何人，能上顾朱王而不愧者有何人，能经世者又有何人。儒学不竞啊T_T
6、承当生命,安顿生命,诚然可以成就独体之表现于不坠.但是,佛弟子若问何以必如此,我想无逻辑理由
可解答.然而我若问佛弟子,何以必然不如此?我想彼亦无逻辑理由可解答.双方最好的答复,我想是孔子答
宰我: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
7、在参差看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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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中的独体》

精彩书评

1、不需要用新的标题来诠释这本书的思想寓意，因为它本是一个哲学大家在不同时期思想随笔的汇
集。有人这样评价牟宗三：“科学怪人固是可怕，玄学怪人更是可怕。牟宗三之流，典型的玄学怪人
也。他的文章和演说，都不知所云，可是国民党还捧他——只有混蛋才捧混蛋。”如此评价牟宗三的
这个人，就是李敖。李敖所谓的“玄学怪人”及其文章的“不知所云”，只能暴露李敖自身的两个问
题：1，狭隘的个人主观主义和立场 2，对哲学的不了解，或者说不感兴趣。在我看来，李敖是一个典
型的实用主义者或者说新实在论者，他的经世致用的标准就是：对我是否有利？或者是否有证据支持
？哲学和科技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不是在实验环境中产生并能加以反复验证的，而是发自于人类的
心灵，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检验标准，但是它却可以丰富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并指导和改变我们的
行动。《寂寞中的独体》这本书前半部分主要探讨了逻辑，认识论，知识论等问题并针对亚里士多德
的十范畴，康德的十二范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提出了西方的“纯粹理性”和东方的“实践理性”等
创造性的观点。虽然他的“叔本华盛言意志，然亦不甚正道，降至尼采，则已入魔”等某些观点我们
不一定会完全认同，但一个哲学家的独立深思并勇于提出不同见解的精神却非常值得我们尊重。不管
作者谈逻辑还是谈观念，谈哲学还是谈人生，体现了哲学家“独思”的境界和过程。面向生命的思考
是孤独的也更是沉重的，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也需要对生命的执着和热诚。“想那么多干嘛，太累
，活着就是了”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的绝大多数人的心声。但我们不敢恭维这是一种对生命认
真负责的态度。尼采说“一个人知道为了什么而活，他就能够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对于浑浑噩噩“
活着”的人们来说，生命有时候显得既痛苦又漫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对于非哲学爱好者来说，书
中比较不那么抽象和难懂的是《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一篇，作者从美学的角度，从悲剧的精神出发，
对《红楼梦》做了非常精彩独到的分析，体现了一个哲学大家明晰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本书的后半
部分《中国文化的省察》，也是最值得我们看最有借鉴价值的部分。虽然成文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
的80年代初期，但历史的视角却决不模糊这部分的价值和意义。知识分子的情怀始终是身系家事国事
天下事的，从历史到现在，“士”这一特殊阶层的演变以及对现实政治，经济，人文环境的影响等问
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既不是为该书作序，也无须说的更加专业和具体，书评的目的就在于让一本
好书不再继续沉寂。
2、【是风你看不见按】看着牟宗三先生的书，总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我最喜欢里面“中国文化省察
”那部分，其实这部分是从牟先生的《时代与感受》一书中节选出来的。虽然有许多已经删掉了，但
在没有完整版可看的情况下，这仍是一本不错的书。（我那有未删节版的中国文化省察，谁想要的话
可以留言，未删节的看起来连贯性更强）。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价值崩溃，信仰缺
失，道德滑坡。人们躲避崇高，拒绝严肃，玩世哲学和流氓主义盛行。人们喜欢讲冷笑话，喜欢周星
驰，喜欢看武林外传，反讽大行其道。人们拒绝思考，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因为一思考就会被巨大
的现实吞没。人们热衷于名牌热衷于消费，却被物化的符号所累。人们拼命的挣钱，只有钱才能带给
它们最后的一点安全感。错乱与迷失，成了当下中国人无法摆脱的宿命。万事皆因缘，一百多年前，
我们就开始走上这条非理性的“不归路”。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在政治社会和学术文化都
曾多次面临转型或者正面临转型。从政治社会的转型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大转型的时期，第一个
是殷周之际，是从氏族社会的部落政治转向宗法社会的封建政治。第二个在周秦之际，由贵族封建政
治转向君主专制政治。第三个是清末民初，由君主专制的政治转向民主立宪的政治。 （我们现在仍处
在这样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另一方面是学术文化上的，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有两度异文化
进入中国。第一度是印度文化进入中国，中国通过南北朝、隋唐将近六百年的时间，来消化印度佛学
和印度文化，我们很成功的消化了印度佛学和印度文化，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第二度异文化走
进中国，是西方的文化，这是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从科技器物而政治制度，再到宗教信仰，一波又一
波的，层次逐渐加深的西潮东渐，冲击这个古老的文化大国。中华文明饱经沧桑，几千年中面临着数
度转型都挺过来了，唯有这次始至一百年前的转型到今天为止仍是彻底的失败——我们面对这“数千
年未有之变局”彻底的迷失了，而且出现了方向性的偏差，以致至今无法走出重重迷雾。经过洋务运
动、维新运动、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运动，革命是成功了，建国却失败，一个民主宪政的政治，遭遇洪
宪帝制、张勋复辟，然后是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是国共分裂，一直到今天。政治制度的转
型没有成功，民主政治仍如“镜花水月”般遥不可及。思想文化上的转型也归于失败。西方思想文化
之精髓我们没有吸收到，就连自己的文化，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传统也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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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中的独体》

中国人从此被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们成了彻底的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五四以来，我们的
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器物层面或是制度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而必须斩草除根，革文化的命，
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一场“非理性”的盲目的自戕运动。打倒孔家店，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这是当代中国的悲剧。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是“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藉此向中国传统文化宣战，
这根本就是荒谬的。文化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器物层次，我们主张要科学技术，就属于这个层次；一
个是制度层次，我们主张民主法治，就属于制度层次；而最后一个层次是精神理念层次，也是决定“
中国之为中国”的特质。前两个层次都是应该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属于“可变而当变之事”
，而理念层次则是我们中国的命根之所在，属于“不可变而不当变之理”。所以，新文化运动主张“
民主”与“科学”，主张器物层面的变革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它没有搞清“可变而当变之事”与“
不可变而不当变之理”之间的区别。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这前两个层次的东西来反对传
统文化理念这第三层次上的东西，是明显的逻辑混乱和不对等。这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由此
看来要说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全盘西化”运动也不尽然，因为它学习西方文化的器物（科学技术）和
制度（民主政治）层面，而并未学习西方文化的第三个层面也就是精神理念（基督教）层面，而第三
个层面也是决定“西方之所以为西方”其最根本的东西——基督教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新文化运动
在第三个层面上既不“西化”（引进基督教）也不要传统（打倒孔家店），这就难免会造成形而下的
局面——文化最高的精神理念层的失落已不可避免。它反过来把“民主”与“科学”作为“宗教”，
上升到信仰的地步，也为中国当下信仰的缺失埋下了祸根。时至今日，中国人如何走出这时代的困境
已经成了摆在我们面前不可不面对的问题。正本清源，正确的认识西方，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传统，显
得尤为必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一切都任重而道远！
3、前段时间因为翻看周国平先生的文章后,对哲学方面的书感兴趣.于是某天在当当网上查询哲学一类
书时,偶然见看到了牟宗三先生的大名,经查询,先生在中国新儒家哲学史上是有很高地位的一位哲学大
家.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县蛇窝泊镇牟家疃村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
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他繁多的著作中选了这本《寂寞中的独体》作为了解认识先
生学识的切入口。也正好是我这段时间真实的处境。于是希望从本书中得到哲人所理解寂寞和孤独带
给我的帮助。 书寄回来是，看到朴质的封面，淡淡的粉红，心中很是一份欣喜。虽然书有点旧了，但
看到书后，如很久未见却相交很深的老友一般，顿觉亲切。 晚上，夜籁寂静时，靠在床头，借着台灯
的白光，和哲学大儒开始心灵的神交，这是无比开心的一件事。 读了几篇后，因为这本是哲学方面的
专业著作，是作者早些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哲学词汇和专业术语，对于我们普通的
读者来说是比较高深的，晦涩难懂。于是挑选了几篇稍能读懂的文字细细品味。虽不能完全理解，有
点晦涩，但也感受到了先生的学识是精深的，先生的思想是博大的，先生的文字是朴质的，先生的分
析又是透彻的。如果喜欢研究哲学一类的读者，可以试着慢慢的精读，会有所感受；如果只是因为一
时对哲学的好奇，却是大可不必购买的，比较难读。这本书并不合适一般普通读者，但如果要深入研
究哲学的话应该会有所帮助的。 个人愚见。 

Page 5



《寂寞中的独体》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