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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纲要》

内容概要

《哲学纲要》由《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存在论纲要》三部分组成。即将李泽厚先生各
著作中关于伦理学、认识论和存在论的部分摘取汇编而成。虽然摘取自不同著作，但其内在脉络及论
证说法则相当一致，且彼此之间相互补充、扩展，可弥补原先单部著作中论述不足的遗憾。
在伦理学方面，本书中的内容主要是继承了中国的情本体传统，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哲学视角下探
讨伦理学的根本问题。《认识论纲要》内包含了李先生对认识论某些问题的看法：“‘度’作为第一
范畴在认识论需重视‘数’的补充，阴阳、中庸和反馈系统的思维方式需强调抽象思辨之优长以脱出
经验制限。‘秩序感’作为‘以美启真’和‘自由直观’更值深入探究。”在《存在论纲要》部分，
李先生则将关于“人活着”及某些宗教—美学的论述进行摘取汇编，为本无形而上学存在论传统的中
国“哲学”开辟一条普适性的“后哲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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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泽厚，当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
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著有《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中
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论语今读》、《己卯五说》、《哲学纲要》等。2010年出版的
以权威和标准严格著称的《诺顿文集》，他的著作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莱辛、黑格
尔等大哲学家的代表作一起入选。李泽厚是美学、马克思主义和身体理论这三种类别目录下非西方哲
学家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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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记
总序
伦理学纲要
序
内在自然人化说(1999)
两种道德论(2001)
关于情本体(2004)
答问(2006—2009)
伦理学答问补(2012)
认识论纲要
序
“度” 的本体性(2001)
实用理性的逻辑(2004)
答问(2008?2010)
存在论纲要
序
哲学探寻录(1994)
双本体论(2001?2004)
建立新感性(1988?2006)
中国传统的述说(1988)
关于“美育代宗教” 答问(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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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国内思想届要说原创性首推牟宗三和李泽厚，李泽厚先生近几年在伦理学用力甚勤，特别是本书
的一些观点可见李泽厚先生的原创性，无论多大争议只有留待后人，李泽厚先生确实了不起。
2、复读此书，仍感行文通晰可清，谈话录略省，觉 李泽厚先生 的哲学造诣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
，所谓哲学与生活的融汇而不失机锋——让晚辈自惭
3、思想广阔，不过文字没能具体些，可惜了。  
以kant为主，hume为辅，再杂以儒学，庄子的社会理想，终
以人类历史主体为本。

4、旧中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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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纲要》

章节试读

1、《哲学纲要》的笔记-第445页

        不诉诸认识，更不诉诸伦理，而只是一种对本体的妙悟感尊。
  空幻又不是思辨的虚无，而仍然具有活泼的生命，尽管凡“（的是花”、“水中月”，却毕竟仍有
“花”，有“月”。关于它与禅
从这点讲，王士被神韵之说最合沧浪意旨。王氏谓：
“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朝
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梁落，灯下草虫鸣”，“明
月松问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
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椎子暗相
失，草虫不可闻’，刘脊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
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迎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可语上
乘。”(《带经堂诗话》卷三)这就把禅与悟混合着讲。悟中
带禅，则似隐如显，不可凑泊；禅中有悟，则不即不离，无
但是，严沧浪、王渔洋所追求的诗的这种理想以及所谓“妙
语”和“镜花水月”的禅境诗意，其特点究竟何在，却始终讲得不明确。其实，简单说来，它的特点
就在一个字：谈。

2、《哲学纲要》的笔记-第447页

        冲淡的韵味，正是通过这“镜花水月”式的
空幻的美的许多具体形态，展现在艺术中的。它们大都是：有选
择地描绘非常一般的自然景色来托出人生一心灵境界的虚无空
幻，而使人玩味无穷，深深感慨。它的特色是如前面所说的动中
静，实中虚，有中无，色中空。只有这样，才能有禅意和冲淡。
僧家竟何事，扫地与焚香。清暮度山翠，闲云来竹房。
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忘。向晚禅堂掩，无人空夕阳。（唐
崔侗诗)0nnnnn
这是一幅异常普通而相当写真的寺院和尚的生活图画，但通
过结尾两句所透露出来的，却是某种淡远而恒久的韵味。“无人
空夕阳”，多么孤独、宁静、调怅和无可言说。一切都没有了，
只有淡淡的夕阳光在照着。难道这就是“在”吗?中国后期诗画
中，常常讲“无意为佳”，它不仅是指创作中的无意识状态和无
意识规律，而且也是指这种摆脱了一切思考、意向、情感、心绪
、的审美境界。它不也就是这个禅意的世界吗?它真正领悟了那本
体真如了吗?它就是那永恒之谜吗?不知道。但诗人艺术家们总
是要去追求它的踪迹。“亭下不逢人，夕阳澹秋影”，是倪云林的
情，也是他的画境，这里即是“冲淡”：在极其普通、简单的
您秋景中，你似乎可以去接近、去“妙悟”那永恒的本体。

3、《哲学纲要》的笔记-第444页

        人生态度经历了禅悟变成了自然景色，自然景色所指向的是
心灵的境界，这是“自然的人化”(儒)和“人的自然化”（庄）
的进一步展开，它已不是人际(儒)，不是人格(庄），不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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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而只是心境。像司空图漂亮地描写的那些“诗品”，便是
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高古）
白云初晴，幽乌相逐⋯⋯⋯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典雅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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