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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前言

此书于1955年由强生出版社印行。数年前强生出版社停业，此书已无存者。今稍加增订，改由香港人
生出版社印行。此书初版时，友人唐君毅先生曾为文推介，题日“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文中对
于历史哲学之重要以及其基本概念，皆有所申说。当时吾有一文酬答，题日“关于历史哲学”。今得
唐先生之同意，将此两文附录于书后，以作引论，以利读者。读者先观此两文，或可对于历史哲学之
大义有一鸟瞰。又，本书第四部第一章 第一节 复增补“论贾谊”一段。此为初版所无者。外此一切
照旧。不妥之字句，稍有改正，但不多。吾本想有一较长而完整之引论置于篇首.但当写此书是时，复
随机撰写他文以畅其志。所有关于历史文化之议论，皆见他文。此诸文字，先已分别辑为两书：一日
《道德的理想主义》，二日《政道与治道》。凡引论中所欲说者，实皆具备于此两书。故亦不必再事
重复。故凡读此书者，希能取该两书合观，庶可得其全部底蕴。此三书实为一组。其中心观念，扼要
言之，实欲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者。吾学思大体可分为三阶段。四十以前，致力于西方哲学
，乃有《逻辑典范》《理则学》《认识心之批判》三书写成。《逻辑典范》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
书较芜杂，乃改写为《理则学》，由正中书局出版。五十以前，即自1949年起，乃发愤写成《道德的
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历史哲学》三书。夫此二书既欲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则所本
之内圣之学实不可不予以全部展露。佛家语所谓“彻法源底”，此内圣之学正是一切法之源底也。须
有以彻之，乃可见究极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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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内容概要

《历史哲学》作于上世纪50年代，作者痛感时运剧变，发愤著书，从历史着手，围绕众所周知的先秦
两汉的大事件，通观时代精神之发展，进而探明精神本身的表现捷径，解决中国“内圣”之学的“外
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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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作者简介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
要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当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主要著作有《逻辑曲范》、《道德的理想主义》、
《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
《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等３部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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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书籍目录

新版自序
第一部  夏商周
第一章  国史发展中观念之具形与氏族社会
第二章  周文之含义
第三章  平等与主体自由之三态
第二部  春秋战国秦
第一章  五霸与孔子
第二章  战国与孟荀
第三章  秦之发展与申韩
第三部  楚汉相争：综论天才时代
第一章  天才时代之来临
第二章  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之历史文化的意义
第三章  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之历史文化的意义
第四部  西汉二百年：理性之超越表现时期
第一章  萧规曹随，躬修玄默
第二章  仲舒对策，汉武更化
第三章  更化后有关文献摘录
第五部  东汉二百年：理性之内在表现时期
第一章  光武之人格
第二章  光武之凝敛的理性人格所决定之时代
第三章  理性的与非理性的之间之斗争
附录一  唐君毅先生著：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
附录二  关于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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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章节摘录

第一部 夏商周第一章 国史发展中观念之具形与氏族社会第一节 观念之具形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
在历史里面，把自己个人的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
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
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
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归于实践，所以区别“理
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这两义是相连而生的。我们只有放在历史里面，归于实践的观
点，始能见出历史的“光明面”。这个光明面是理解历史、判断历史的一个标准。历史不是漆黑一团
，亦不是自然对象。“光明”以何而确定?以一个民族的实践活动中之“理想”而确定。只有从实践中
才能抒发理想。若把历史推出去作一个“外在体”看，而不知其为一实践过程所形成，则必看不出有
理想，只是一大串平铺的事实。此已几近于自然对象，而终必归于漆黑一团。在实践活动中，人类的
那颗道德的向上的心，始终在活跃着，贯彻着他的实践。此就是实践不同于“自然”。“理想”就从
那颗道德的向上的心发。理想的“内容”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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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编辑推荐

《历史哲学》是牟宗三文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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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精彩短评

1、太好的书，装帧精美，字体适中，内容经典
2、看了一半。挺深奥，援引的典籍比较多
3、质量不错，包装精美，赞一个！！
4、非常喜欢——这本书非常好看!!!
5、牟先生的书，值得细细品读。
6、深入浅出的哲学大师
7、牟宗三这套书跟钱穆的那套繁体的在九州的书里都是上乘
8、牟先生经典大作，不可不读。美中不足的是书皮比较软，翻久了容易散。
9、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自己个人的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
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
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
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
体。归于实践，所以区别“理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这两义是相连而生的。
10、里面是世纪初那种老先生的半文言版白花讲解，讲的是中国的历史哲学。跟黑格尔那个《历史哲
学》不是一样的概念。
11、仓库缺货，没收到
12、哲学使人明智，从哲学中看历史，增加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13、内容还没看，买来闲暇时看看了
14、还没来得及看 牟宗三的哲学 非常人文 和 当代以考证为基础的 研究不一样
15、正版已经通过鉴定
16、发货速度超赞
17、阅读有益身心
18、纵贯之理，儒学依旧站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
19、牟先生的书，体大思精。得精心读之，方能有所得也。
20、强烈推荐！看其它写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往往只是告诉你一些历史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之间是
什么关系，作者基本上也是不明就里，读者自然也就云里雾里了。牟先生此书，用他自己的笔，给历
史勾了一条线，再从这条线来看历史，仿佛一下子就清澈起来。所谓成一家之言，大概也就如此了！
21、有些看不懂，历史脉络很详细
22、此本错讹颇多，凡古文引语多错，字体之繁简转换错误不可胜数，不推荐购买。
23、与黑格尔之历史哲学的描述内容大同小异，但各自分层不同，黑格尔以哲学之进化分，牟宗三以
历史层面来分不同历史之不同方面....
24、理论文章也可以是诗，兴观群怨皆备于此
25、一套快买完了，大师思想，值！
26、算是不错啦
27、从好书中汲取精华，读精品
28、书的质量很好，内容吸引人，只不过由于是全文言的，想要读懂需要下些工夫。
29、前些日子室友问我为何称汉人，此书写至汉止，文化之中的意义可见。
30、学国学的人可以阅读，但不是很易懂。
31、挺深刻的一本书，受益匪浅啊。
32、内容没的说，就是字有点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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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精彩书评

1、《历史哲学》作于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牟宗三先生初到台湾，痛感时运之剧变，发愤著书、从历
史入手、围绕众所周知的先秦两汉的大事件，通观时代精神之发展，进而探明精神本身的表现途径，
解决中国“内圣”之学的“外王”问题。儒家要求由内圣通外王，要求修德爱民，推行仁政王道。但
“天下为公”的理想，始终未能体制化；“选贤与能”的原则，也只限于治权方面的科举。所以，如
何开出外王事功，正是中国文化生命的症结所在，也是当代儒家所面对的客观问题。而牟先生的新外
王三书：《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正是他本于内圣之学以豁醒外王大
义，进而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事功、科学”之问题。这代表牟先生的“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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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章节试读

1、《历史哲学》的笔记-第247页

        本以為《歷史哲學》刪的不會太多。結果與電子版的台灣聯經版全集本《歷史哲學》相對照，雖
然刪的不如《政道與治道》多，但是也刪了不少。大陸版刪別的還可原諒，因為那些抵觸共黨的語言
，他不敢不刪，不是他所能決定的，而竟把原文的“滿清”都改為“清朝”，則不可諒。
刪竄違礙文字不說了。編輯文字功力亦不行，校對亦粗疏。如P247第一行，“已屈有为之时”，屈誤
，當作屆或届。同頁第10行，倒數第3行，同樣把屆印成屈字。一處誤，容或偶誤，如此逢此字即誤，
是眞不識字矣。蓋編輯眼裡只認識届，不認識屆，把屆當成形近之屈字耳。或是管錄入的人文字水平
不行，然編校無論同樣只認識届，不認識屆，還是失察，皆難逃其責也。
另：此不是“在讀”，是“讀過”，豆瓣設置有問題。

2、《历史哲学》的笔记-第363页

        以人禽、义利、夷夏之办，昭告于世。
“办”应为“辨”，学生书局1988年版也误为“辦”，应根据联经03年全集版改正。

3、《历史哲学》的笔记-第12页

        若以书使于四方，柳诒徵则书其令。
删去“柳诒徵”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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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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