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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唐君毅先生代表作之一，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开新》。唐氏上承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之
传统，外感世界文化思潮之流注，力图疏解中西古今若干文化观念之冲突，以重建人类之人文精神，
开创一和融贯通而分途发展之理想人文世界。唐氏坚信，中国人文精神之返本，足为开新之根据，且
将有大贡献于西方世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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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唐君毅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毕业于中
央大学哲学系。青年时代颇受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学术的影响。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
金陵大学，并曾任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与钱穆、张丕介等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兼任教务长、
哲学系主任等职。1958年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
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受聘为该校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
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唐君毅一生著书立说以中华文化及中国哲学为主题，其主要著作有《人文精神
之重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国哲学原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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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集二十五篇文章，中心问题都是讲百年来中国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之矛盾冲突，作者在观念上
加以融解，进而引到对中西社会文化历史之各种省察，以及世界未来之社会文化思想之方向的问题。
这些文章的体裁，大皆是通论体，而非专门的学术研究论文，因此，相对来说易于普通读者阅读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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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有仔细看。但是感觉还不错。
2、看后受益不少。
3、论题宏大，议论空疏。大抵都是以前读过的内容，还是关于物化的一节最得我心
4、曾经翻过
5、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贡献，就唐先生看来，是一种面向现代性的悲悯与拯救。回归生命，寻回丰
满的心灵，方有现代人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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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去年的毕业季，一面忙碌于毕业生晚会，陆续地学长学姐们接连离开，一面是
接踵而至的期末考核，考试论文实践等等。每当烦闷的不行的时候就在图书馆找一个角落、抱着这本
书，告诉自己：坚持做一件事情，坚持下去。不管它是什么。《人文精神之重建》是有一点生涩的，
感触最深的是，唐君毅先生在书里谈到，剥笋到底，究竟你还有无气概？这个考验，经不起，你便是
附物。人必须假定，任何外在凭借都没有时，赤裸裸的个人，依然觉得上是天，下是地，才是真正的
自立，才有真正的气概。这个气概，上不自天来，下不自地来，中不自他人来，而只由自己内在的人
格尊严，与无尽的不忍之心自觉来。忽然就想起德鲁克案例分析里有一个问题，你希望人们因为什么
而记住你？行走于世时光匆匆，别人会记住我们什么，而我们又希望别人因为什么而记住我们？选择
本身，就是放弃另一种跋涉的可能。尝试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外在的掌声。尝试选择适合自
己的，而不是别人眼里最好的。尝试决定我们的决定，不是因为选项表面的光鲜亮丽。每当我们每做
一个选择的时候，总记得——兑现心中的对自己的承诺。不要想得到一切，对生活对自己都慷慨一些
。人之异于禽兽，即在其有自觉的回忆，而不断融所旧忆者于当前之经验，以增长生命之厚度，于变
知常，在时间之流中，站立起来。最后引用在豆瓣上看到的一句话——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
默的时光，是那一段时光，不抱怨不诉苦，最后渡过了这段感动自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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