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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与物自身》

前言

吉林出版集团筹划的《牟宗三文集》即将印行之届，电邀我写一篇序。电话中，我告诉联系的编辑，
（关于）牟先生的事，在我，是第一位。故虽恰逢忙头，仍乐于允命。此“序”，当对了解牟先生提
供一个总体观始能相应。唯距印行的时间极为急促，只能勉力而为。牟先生八十大寿时尝云：他从大
学读书以来，六十年只做一件事。是即“反省中华民族之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的途径”。牟先生亦
尝手书示我：“吾一生无长，只是一个学思生命之发展。”时年，牟老师八十五岁。越二年，牟先生
逝。我寝馈牟学三十年，尚可言有感受，又经反复慎思，自感“典范的学思生命和哲学创造”这句话
确可以概括牟先生的一生努力和贡献，亦未曾失上揭牟先生自我概括之意蕴。唯此“典范”和“创造
”是在历时弥久的反儒反传统中，在中国文化和儒学大厦被倾倒毁弃中，在牟先生判之为中华民族“
最倒霉的时代”、国族历史“大患难”的时代、中国文化“大危疑的时代”，“争剥以复”成就的.故
而有“创业垂统”的意义。唯其是“创造”，故而是“创业”；唯其是“典范”，故而能“垂统”。
乃以“创业垂统：典范的学思生命和哲学创造”敬以为题，序吉林版《牟宗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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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象与物自身》内容简介：宗三先生，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师承于熊十力先生
，熊先生称之为北大哲学系“唯一可造之人”。牟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并肩而立，号称熊
氏的三大弟子。《现象与物自身》是牟宗三先生的其中一部经典力作。主要内容包括：德行底优先性
；展露本体界的实体之道路；由知体明觉开知性；执相与无执相底对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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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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体与性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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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等3部译作。其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
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
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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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问题底提出  1.康德的预设  2.康德如何就成素论底展开随文辩说现象与物自身之分别？  3.超
越的区分底证成之不充分性  4.超越的区分底充分证成之道路  第二章  德行底优先性  1.人所首先最关心
的是自己的德行，自己的人品  2.“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之意义  3.康德对于思辨形上学所作的区分  4.形
上学底统一：道德的形上学：本体界的    存有论(无执的存有论)与现象界的存有论(执的存有论)第三章
 展露本体界的实体之道路  Ⅰ.词语底解释  Ⅱ.由道德的进路展露本体  Ⅱ.1 道德的进路  Ⅱ.2 由知体之为
道德的实体开道德界    A.知体之主观的意义与客观的意义并与康德所说的“良心”相比较    B.康德对于
其所设定的“自由”之分析未能尽其义以及其不稳定性    C.对于“自由”之进一步的构想    D.自愿与
义务底对立之解消兼论康德所责斥的“道德的狂热”  Ⅱ.3 由知体之为存有论的实体开存在界  Ⅱ.4 智
的直觉与“物之在其自己”之自在相或如相  Ⅱ.5 智的直觉与知体明觉之本身  Ⅱ.6 康德不能极成其所
主张的“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  Ⅱ.7 物自身与自由  第四章  由知体明觉开知性  1.科学知识之必
要：在中国是无而能有，有而能无；在西方是无者不能有，有者不能无。  2.知性之辩证的开显  3.自我
坎陷.执与认知主体  4.平地起土堆  5.感性底摄取：感触的直觉  6.感性，想象与知性  6.1 “时空是属于心
之主观建构”——由超越的想象而形构成  6.2 康德论二三层综和    A.关于“直觉中摄取底综和”，康
德说明如下：    B.关于“想象中重现底综和”，康德说明如下：    B.1 量概念底规模    B.2 质概念底规模
   B.3 关系概念底规模    B.4 程态概念底规模    C.关于“概念中重认之综和”，康德说明如下：  7.真我.
认知我以及心理学意义的虚构我  8.识心之执与先验概念  9.先验概念与先验综和  10.烦恼即菩提，菩提
即烦恼  第五章  对于识心之执(知性)之超越的分解：知性底形式簇聚之逻辑概念之超越的分解  1.超越
分解之两指  2.逻辑系统之超越的解释  3.第一义的数学基于纯理展现之步位相而被构造起  4.第一义的几
何基于纯理展现之布列相而被构造起  5.超越的逻辑架格与超越的运用：思解三格度  6.因故格度之说明
以及其所函摄之一切  7.曲全格度之说明以及其所函摄之一切  8.二用格度之说明以及其所函摄之一切  9.
融摄诸说与“暂时的实在论”  第六章  知性底形式簇聚之存有论的概念之超越的分解  1.视存有论的概
念为知性底形式簇聚所依据的基本对照  2.决定的概念，定相与现象  3.经验与先验底两相即：经验之知
即是执知  4.“决定的概念”底起现之次第  5.康德的“超越的推述”中所设拟的疑难之不必要：超越的
推述原只是分析的  6.执念经由先验综和而先验地关联于对象，其所关联到的对象是何意义的对象？  7.
执相底程列  7.1 现象不过只是关系以及此关系如何能定得住  7.2 以时空相为基层相  7.3 依概念而来的种
种定相    (1)广度量    (2)强度量    (3)关系相    (a)因果相    (b)共在相    (c)常住相  7.4 总关系三相而名日“
经验底类推”  7.5 构造原则与轨约原则  7.6 纯粹知性底一切原则之综列  8.纯粹思辨理性底虚幻性  8.1 
关于“纯粹理性底误推”  8.2 关于“纯粹理性底背反”  8.3 康德对于背反所作的批判的考察  8.4 康德对
于背反所作的批判的解决：正答  8.5 向“无执的存有论”过转  附录  超越的观念论释义    1.康德论“理
念”(Idea)    2.康德在纯粹理性底误推中论“超越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    3.康德在纯粹理性
底背反中论“超越的观念论”    4.正解“超越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    5.康德在超越的摄物学
中论“现象底观念性”    6.康德论空问与时间之“超越的观念性”与“经验的实在性”    7.关于康德所
说的“假的类比”    8.“超越”与“超绝”之不同以及“超越”一词之两义    9.绝对的真常心与物自身
之绝对的实在性  第七章  执相与无执相底对照  1.龙树的“八不”：缘起实相  2.空，假，中：“缘起性
空”一义之辗转说明  3.贤首言“六相”：相即无相  4.即，人，摄以及一多之非定相义  5.唯识宗之三性
：遍计执性与“执的存有论”  6.在佛家如何可说物自身？又如何可有一“无执的存有论”？  7.无台宗
的圆教：无执的存有论  8.别教下的“无执的存有论”  9.“缘理断九”：别教与圆教底分别  10.分解的
路与诡谲的路  11.道家的“无执的存有论”  12.儒家的“无执的存有论”  13.判教与融通  14.哲学原型以
及其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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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康德的《纯粹理性之批判》，甚至其哲学底全部系统，隐含有两个预设：（1）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
的区分。（2）人是有限的存在（人之有限性）。第一预设函蕴（implies）第二预设，第二预设包含
（includes）第一预设。是则第二预设更为根本。但是，第二预设，即，人之有限性，为什么必然地包
含着第一预设，康德并未有使人心思豁顺的说明。他当然有说明，但只是随文点到，未曾积极而确定
地予以说明。因此，现象与物自身（物之在其自己）之超越的区分亦只是随文点到，未曾事先予以清
楚而明确的证成。他之随文点到是通贯性的，从头起几乎每一页都有关于这种区分的点示。以如此重
大之义理，就一系统言，如此基本之前提，而却事先不提出来予以厘清。这在表达方式上是有缺憾的
，因此，读者惑焉。他只在一系统内，就各种成素如感性、知性及理性，随文提出这种区分来，以稳
固他的关于各种成素之主张。各成素底说明是积极的，清楚而确定的：但这并不能必然地而且显明地
函蕴着这种区分，使人心悦诚服地信服这种区分。可能有一种区分，但不必是他所意许有特殊意义的
那种超越的区分。读者亦只是依强记方式随康德的辩说而亦那么说，我看并无几人能心思豁顺地懂得
它。疑问、误解，甚至反对，层出不穷，而为之辩护者亦层出不穷。但双方俱不能恰当地得其理之必
然，甚至根本不中肯。这不纯是因为人们的愚蠢而然，康德本人的表达方式自有缺陷。康德本人自有
他的洞见，但他的表达方式不能显明而充分地证成其洞见，他或许根本未精熟地透彻其洞见，他只把
它若隐若显地预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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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象与物自身》是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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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与物自身》

精彩短评

1、吉林出的这套书，从印刷、装帧上看，并不让人满意——这点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的牟宗三著作集！不过，好在买到了一部简体横排的牟宗三的代表作！
2、康德的最佳中文讲解！！！
真正的讲解康德，而不是类似于李泽厚那样的自言自语。。。。
3、牟宗三的观点和思想是非常明确的说，学中国哲学的必读
4、dashizhizuo
5、这本书很晦涩 只适合研究人员使用
6、《现象与物自身》内容简介：宗三先生，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师承于熊十力
先生，熊先生称之为北大哲学系“唯一可造之人”。牟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并肩而立，号
称熊氏的三大弟子。《现象与物自身》是牟宗三先生的其中一部经典力作。主要内容包括：德行底优
先性；展露本体界的实体之道路；由知体明觉开知性；执相与无执相底对照等。
7、这套牟宗三的书都不错，就是有点深
8、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中名气最大的，吉林的这套文集已买好多了，就差这一本了，乘优惠活动买
下，可当当却把折扣提高到75折了！！
9、牟宗三，中国哲学大家，他的作品值得你拥有！
10、本书自康德哲学出发，然而并非止于诠释，实乃宗三先生立言之作，先生巨眼从现象与物自身契
入，指出东西方之差异实则缘自神学传统与道德传统之路向，传统中国之“人”可自有限而无限，关
键在于无执之超越，遂能以智直觉直接体认物自身，而康德的“人”仅能识于现象，是故康德“经验
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涵盖西方哲学所旨归，吾国则归结为“绝对的真常心论函着绝对的实
在论”之所谓自觉明澈地达道者也；实则康德与儒释道三教菁华皆人类思想至高境界，至此巅峰绝境
无可依傍，先生之说在康德亦未必可信，在东方传统则若合符节，圣者生命智慧之印证与郎现，终不
能离人的实践及觉悟
11、对于此种类型的包装，我一直都不满意，因为外套很容易掉出来，实际上就成了读书时的障碍，
想想商务的那套汉译经典之纪念版亦采用此种包装，实是为那些决策者之智慧不敢有任何的高论！（
真正的读书之人，应是不会喜欢这种分离式套套式的包装的）此书是牟宗三著作中最为重要的著作，
何也？因此书集其它书之义理于一身，而来阐明其所谓之“无执之存有论”这代表人类“无限”之可
能性的著作，为此其必须进入康德所谓的人的知性的“阴暗面”，即“物自身”，但如何实行？如不
对康德之系统来一全面之扫荡，则实无可凭借也，由人之“自由”之呈现，方可进入“物自身”，但
人之自由如何呈现，则须承认吾人之“智的直覺”，但“智的直覺”如何可能，则须承认人必有无限
性，人必有神性。在论证上此是一循环论证也~~~，但要进入最高之境，舍此无它，因为无执之存有
论必是所有这一切论证的基础，换言之，它的“存有”只能是被“直觉”的，而不是依附于推论的，
即必是“心行路绝，言语道丧”的，没有智慧的接引，此实是难可了解的。当然，此书亦可当作阅读
康德之《纯粹》的导读，吾实没有发现，今之世有谁对康德之理解能超过牟宗三者，注意，我们要警
惕那些说牟宗三不懂德语就不懂康德者，在欧洲哲学之伊始可是德语乎？哲学之语言宁有国界乎？尤
其如康德之造道之言，此实是人类理性之言语也，休是唯一民族方能有也？哲学之创造，之思维，之
劳作，只属理性之事，又只为某种语言所决定乎？
12、大手评康德
13、        以识心之执笼罩认识论，以自由的无限心为物自身赋予积极的意义，这样的解释其实践意义
何在？认识论仍然沿着其自己固有的轨道前进，而自由无限心在人生修为的作用也干预不到认识论。
科学领域有谁会先把自己的良知坎陷一下子，再去搞科研工作的呢？
        鄙意，牟式的解释，只是汇通中西，对现象与物自身等几个概念的解释。以马氏哲学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的目的来看，几乎一无用处。
        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还是老老实实的呆着人生修为的领域中去吧，它笼罩不了认识论。
14、比较理论化的一本书，一般吧
15、牟先生的书，爱看，慨叹象牟先生这样写的深刻又精准的国人太少了！
16、请放过可怜的康德！
17、解决认识论即科学知识如何在中国哲学中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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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气象恢宏已极。气势积蓄到这个程度上，自然有随意指点江山的资格。2.牟先生总体哲学架构在
这本书中完成，但判教的细节似乎并没有想太清楚，所以才需要写圆善论作为晚年定论。3. 比之《智
的直觉与中国哲学》，有绝大之进步，比之《心体与性体》，则几乎像是两个人的思想了。以《心体
与性体》去评断牟宗三，简直莫名其妙。4. 哲学先得被活出来，而后才有可能被讲出来。
19、好书，值得好好读！
20、书面米黄色
21、版本不太好
22、大家手笔，不错的书！！！！！
23、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了解康德哲学很有帮助。只是有些术语与大陆通行的翻译差异太大，有
些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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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唯此“典范”和“创造”是在历时弥久的反儒反传统中，在中国文化和儒学大厦被倾倒毁弃中，
在牟先生判之为中华民族“最倒霉的时代”、国族历史“大患难”的时代、中国文化“大危疑的时代
”，“争剥以复”成就的.故而有“创业垂统”的意义。唯其是“创造”，故而是“创业”；唯其是“
典范”，故而能“垂统”。乃以“创业垂统：典范的学思生命和哲学创造”敬以为题，序吉林版《牟
宗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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