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

13位ISBN编号：9787205041465

10位ISBN编号：7205041465

出版时间：1998-06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景林

页数：3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
根本精神本书结合历史文
献和相关出土文献，阐明了
孔子至孟子学术、思想的历
史和逻辑的发展脉络，追本
溯源，对儒家人性、心知、
性情、身心、心物、天人诸
观念作了返本、澄清的工作、
并在其动态的历史发展和内
在整体关联中揭示了其异于
西方义哲学观念之独特的思
想文化内涵，尤其具体透辟
地阐析孔孟据中道理性和人
文教化以建立其形上学的价
值实现方式及其思想意蕴
作者以“教养的本原”这一
识度，把儒学和传统文化的
阐释，带入了一个新境界，
使之由旧史籍转出新义，突
破成见，对上述诸问题多提
出不同流俗的新诠释，给儒
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很多
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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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自序
绪论 儒家心性之学与中国文化的精神
一、儒学的基本精神
二、论性
三、论心
四、论心物
五、论天人
上篇 由“神”性回向人性――孔子的性与天道思想
第一章 “晚而喜易’与孔子“性与天道’观念的发展
第二章 以义利辨天命――孔子对天命的人文解释
第三章 性与天道的形上学
一、性相近 习相远
二、《易传》中的孔子天道思想
三、《易传》中的孔子性命思想
第四章 人与仁道
一、仁与忠恕在孔子思想系统中的地位
二、文质
三、忠恕
四、“克己复礼为仁”
第五章 心知论
中篇 由性道一体到即情显性――孔子至孟子心性观念的发展
第六章 曾子传道与思孟学派
一、关于曾子传道的问题
二、关于思孟学派的问题
第七章 《大学》以修身为本的心物关系论
一、大学之道在先秦儒家中的地位
二、本末―― 三纲八目之内在逻辑关系
三、心物关系之实质―― 以情应物
四、“明明德”释义
第八章 子思的方法论与性命思想
一、中和
二、诚
三、《中庸》首章三命题释义
第九章 帛书《五行》篇之“贵心”论
一、“贵心”说的提出
二、天德论
三、心气论
下篇 内在超越价值形态之证立――孟子的性善论思想
第十章 由性、命分合规定性之内涵及性善之义
一、从“口之于味”章谈起
二、从孟子与告子人性之辩看孟子论“性”之结构和特征
三、复由性、命分合看性之整体内涵
第十一章 即情显性――心对性的实证
一、性以情显
二、以情显性之当下自然义
三、道德责任：“心法’之本――“求放心”与恶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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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志与气――身心关系论
一、气与才
二、养气与知言
第十三章 尽心、知性、知天――人的自由与超越
一、“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
二、心、性关系
三、天人关系
结语
附录：儒家心性思想溯源
附录一：三代宗教观念之特征及其对儒家心性之学的影响
附录二：殷周至春秋天人关系观念之演进初论
附录三：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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