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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中西会通到本体诠释：成中英教授访谈录》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本体诠释学
以及本体诠释学与21世纪中西哲学发展五个方面对成中英教授进行了系统的访谈。《从中西会通到本
体诠释：成中英教授访谈录》既是一部以访谈体的形式展开的成中英教授的学术传记；又是一部深入
探讨中西哲学、本体诠释学之学脉历程，展望中西哲学和文化未来发展前景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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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辩名析理：西方哲学的学思经验
引言
学习西方哲学
华盛顿大学
哈佛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讲授西方哲学
在夏威夷的感受
在各高校讲座、客座
授课与美国的哲学教育
研究生课程
教材
学习西方哲学的重点、必读书目
研究西方哲学
非常重视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是分析哲学的鼻祖
近代西方哲学重视三大家
对康德的新认识
努力打通蒯因与伽达默尔
与伽达默尔的对话
与卡尔纳普的交往
西方哲学的核心
方法意识与理论转向
成的哲学追求
第二章 反思天人：中国哲学的探究历程
回到中国哲学
不能忘情中国哲学
西方的形上传统满足不了自己的需要
讲授中国哲学
发展《周易》的课程
对牟宗三的回应
整合中西哲学
学习中国哲学需要长期磨炼
中国有没有逻辑
中国哲学不关注何以可能的问题
西方有怀疑主义传统
中国没有怀疑主义传统
教授中国佛、道教
解放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的研究历程
关注善的问题
翻译《原善》
中国哲学的分析重建
中国逻辑的研究
转向《周易》和宋明理学
从“羲”字悟到《易》的起源
关注儒家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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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性论与禅宗
对佛教的兴趣
编写近代中国哲学史
儒学发展的五阶段论
推广中国哲学
创办《中国哲学季刊》
建立国际中国哲学会
建立国际易经学会
创办东西方大学
发起并参与筹建国际儒联
缘起
上书
筹备与成立
艰难发展
评价与展望
第三章 出入中西：本体诠释学的思想资源
关于比较哲学
中西哲学有共同点，可以沟通
中西哲学的差异点更重要
中西哲学比较的意义
比较哲学如何可能
翻译是语言与语言的沟通
在夏威夷大学从事比较的工作
比较能帮助我们了解对方
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周易》与怀特海
本体论的角度
在比较中发现诠释的重要性
开创夏威夷大学的比较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的资源
本体概念的产生
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学
中国的本体学
理想的本体
蒯因的资源意义
怀特海的资源意义
海德格尔的资源意义
伽达默尔的资源意义
中国哲学的资源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形式
《周易》的资源意义
朱子的资源意义
在中西互释中挺立
第四章 融通古今：本体诠释学的理论建构
本体与ontology
直觉与真理
西方人的ontology
中国人的本体观
本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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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的诠释
本体诠释学与知识论、现象学
本体诠释学与知识论
本体诠释与现象学
本体诠释学的基本架构
本体诠释学的五种认知模式
观的认知模式
感的认知模式
思的认知模式
悟的认知模式
通的认知模式
本体诠释学的五个世界
自本体与对本体
本体诠释学的定位
第五章 超越与回归：本体诠释学与21世纪哲学
西方哲学未来可能的走向
全球化与多元化
西方哲学的可能转向
中国哲学可能扮演的角色
中国哲学：批评、补充、包容
本体诠释学的开拓性
本体诠释学如何超越宋明理学
先秦儒学与《周易》
宋明理学的得与失
本体诠释学对宋明理学的超越
本体诠释学与新儒家
本体诠释学与21世纪哲学之发展
“经典诠释”的概念与方法
附录一：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及其超融性
附录二：对经典诠释的哲学审查：经典诠释预设本体诠释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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