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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哲学研究》

前言

　　后记　　本书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2006年规划项目（06JA720007）的最终成果。关于牟宗三
的选题源于笔者上一本著作的完成。在作者近年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几千年的儒学实贯穿着一条重要
线索，那就是，儒学的发展是一个形上化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很长久、很缓慢，以至于人们不易察
觉。笔者上一本著作《困境与转型——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的一
条重要线索就是这个形上化过程。当然，儒学形上化的过程并未“随明亡而俱亡”，它仍在继续着，
以至于迁延出明末清初的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和现代新儒学。在现代新儒学中，就形而上学的
建构来讲，非牟宗三不可为其代表人物。我们知道，典型的传统哲学是系统性的，它有一套基础的哲
学设定，通常以本体论为中心，对一切问题有比较一贯的标准。牟宗三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因
为牟宗三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同时更是一个哲学家，他致力于通过儒学研究建立一套哲学体系。因此
，在把上一部著作的书稿交于人民出版社后，作者即着手本书的准备和写作。　　在研究牟宗三的过
程中，笔者始终企求将心思沉下来，达及一种从事哲学活动的心境。在此方面，牟宗三的话常常萦绕
在耳际，时时给予笔者以警醒。牟宗三指出，从事哲学研究不是随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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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哲学研究》

内容概要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中的领军人物，对牟宗三的研究是当前我国乃至海外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将牟宗三哲学研究置于当前国内外关于牟氏研究现状的大
环境、大视野之中，着眼于牟氏道德的形上学，紧扣牟氏著述文本，不仅考察和梳理了牟宗三的学思
历程、学术资源，而且重点从良知论、“现象”与“物自身”、两层存有论、内圣与新外王、宗教论
、圆善论、道德的形上学之完成等方面展开对牟宗三哲学的阐发和剖析，比较系统而深入地勾勒出牟
氏哲学的丰富内涵，并从“中断性”语境下的“儒学三期说”出发，给出牟宗三哲学在儒学史上的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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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哲学研究》

作者简介

程志华，男，1965年生于河北省武强县。1983－1997年先后在河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2004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其中2003－2004学年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哲学系学习。现任河
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国现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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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哲学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牟宗三的学术资源　一、康德哲学批判　二、佛教哲学批判　三、儒家哲学之学术传承
第二章  良知论　一、普遍道德法则如何能是实践的　二、阳明心学之“良知”本体　三、牟宗三之
作为“真我”的“良知”第三章  现象与物自身　一、康德之“现象”与“物自身”　二、牟宗三对
“超越”的区分的“稳定”　三、“智的直觉”何以可能第四章  两层存有论　一、“无执的存有论
”　二、“执的存有论”　三、“一心开二门”与两层存有论第五章  内圣与新外王　一、儒学由内
圣外王到内倾自闭的学术走向　二、近世儒家对“新外王”的不断开拓　三、牟宗三之“三统并建说
”第六章  宗教论　一、现代性语境下的宗教观　二、儒学宗教论的历史递进　三、牟宗三之作为“
道德宗教”的儒教第七章  圆善论　一、善与“最高善”　二、教之“圆教”　三、牟宗三论“圆善
”之真可能第八章  独体论　一、知识的学问　二、生命的学问　三、寂寞中的独体第九章  道德的形
上学　一、康德关于“哲学原型”的思想　二、康德之“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神学　三、牟宗三“
道德的形上学”的完成第十章  牟宗三哲学的定位　一、关于儒学史分期的不同主张　二、“中断性
”语境下的儒学“三期说”　三、牟宗三哲学的历史定位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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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哲学研究》

章节摘录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当康德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正是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之时。
此时，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的来源等问题上各执一端，互不相让。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
经验并且以经验为基础，关于事物的规律也来源于对经验的归纳概括。唯理论则主张，知识作为理性
的产物因此是“天赋观念”的产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奠基于感觉经验的
知识是相对的和偶然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不同回答不但没能推进认识论问题的最终解决，反而使近
代西方哲学陷入了两难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如果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知识就不可能
有普遍必然性；如果强调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它就必须是先天的而不可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康德
用一句话把这个难题概括了出来，同时也反映出了他解决问题的思路：“怎样可能去先天直观什么东
西？”面对这样一种困境，康德主张通过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来实现对这两种理论的超越，从而化解
它们的争执。他一方面同意经验论的原则——一切知识都必须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亦赞同唯理论对
经验论的批评——对知识来说仅有经验是不够的，它们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是先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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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哲学研究》

精彩短评

1、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了解牟宗三哲学很有帮助。是一本不错的学术著作，印刷质量也很好。大
家可以放心购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
2、看过这本书  开心
3、《牟宗三哲学研究》是一本研究牟宗三对其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学术著作，系统分析了其理论建
构逻辑、主要内容和学术地位。就目前已有的相关著作来看，此书是最为系统的也是视角较为新颖的
著作。由于作者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此书在许多方面见解独到。
4、感觉还是隔了一层。但对一些概念的梳理，不管对不对，都有些帮助。
5、逻辑展开的比较清晰，但是叙述的比较拖沓，如果减少三分之二的篇幅的话，当时一本不错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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