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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思微》

内容概要

《孔子哲学思微》不仅给出了孔子哲学的新解，还提供了比较哲学的范本。这种大跨度多层面的对话
，由哲学家郝大维和汉学家安乐哲通力完成，故而既展开于哲学思辨传统与汉学考辨传统之间，间接
地表现为中西圣哲的恳谈，又展开于古代经典文本与现代阐释话语之间，鲜明地表现为古今心音的交
响。《孔子哲学思微》令人信服地证明，鉴于长期以来的文明碰撞和思想混杂造成了难以自拔的阐释
迷宫，所以倘要澄清对中国精神的某些不自觉误解，往往有赖于加深对西方精神的批判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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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思微》

作者简介

安乐哲，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在1987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安乐哲教授出版了一系列蜚声国际的中国哲学专著，其中包括《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
与中国民主之希望》、《通过汉代而思》、《主术：中国古代政冶制度之研究》、《通过孔子而思》
等；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中国经典的翻译家，将中国一些重要的哲学典籍译成英文，其中包括《孙子
兵法》、《孙膑兵法》、《论语》、《道德经》等。他还是美国的比较哲学杂志《东西方哲学》的主
编。 
    郝大维（David L.Hall）美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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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思微》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绪论  从比较的观点看孔子   第一节  比较哲学的方法   第二节  用比较方法研究孔子的几个预
设    一、内在论的宇宙     二、概念的两极性    三、传统：解释问题的背景 第一章  思维方式之比较   第
一节  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    一、思维的目标——清晰性    二、理性与经验的分离    三、克服思维危机
的种种努力  第二节  孔子的思维方式    一、学     二、思     三、知     四、信   第三节  《诗经》——一个
例证第二章  人格论之比较  第一节  中西方造就人的不同标准  第二节  礼和义之相互关系     一、礼     二
、义   第三节  仁人    一、作为“仁人”的“仁”     二、“仁”和人的造就  第四节  伯夷和叔齐——一
个例证第三章  社会政治观之比较  第一节  中西方对秩序概念的差异   第二节  民     一、“民”和“人”
    二、人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第三节  为政    一、中西传统中的“政”和“正”     二、中西传统中的“
刑”、“法”和“礼”    三、中西传统中的“耻”和“罪”   第四节  君子    一、中西哲学中的人的榜
样     二、孔子心目中的人的榜样——“君子”第四章  天道观之比较   第一节  从西方的观点看孔子的
宇宙论  第二节  天和天命    一、中西“天”概念的历史发展     二、孔子对“天”的理解     三、天命   第
三节  德     一、早期文献中“德”的表征     二、对“德”的哲学新解释     三、场和聚结——“天德”   
第四节  宗教    一、西方人的宗教观    二、孔子的宗教观  第五节  道    一、孔子的道    二、中西方不同
的道和超越  第六节  情境主义第五章  概念论之比较  第一节  概念与交流    一、中国古汉语的书面形式
和口头形式    二、中西概念之差异  第二节  孔子若干概念之比较分析    一、圣人    二、正名    三、乐    
四、恕    五、敬  第三节  孔子——交流的大师    一、隐喻的交流    二、和谐的思维结语  从孔子看中西
文化的融合  第一节  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命运  第二节  中西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第三节  中西文化融合
的前景参考书目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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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思微》

精彩短评

1、我国传统的哲学、文论，如果不加上一点点的过度阐释，无法讲出任何道理。
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西方的学术视角，加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使得此书的借鉴启
发意义愈发厚重。
3、写论文的参考书目，质量不错，内容还可以
4、安乐哲用纯属西方术科概念的&quot;哲学&quot;来解读孔子,又用中国思想来修正西方的&quot;哲
学&quot;.不管他对还是错,他起码放下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身段
5、研究孔子的书确实太多，郝大伟与安乐哲的这本书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来阐释孔子，值得一读
。
6、学学比较哲学
7、孔子建造的美學人格，就像模糊混沌霧氣中的一抹充實光輝。
8、绪论非常具有启发性。正文一般，一家之言吧。
9、跪了
10、北大出版社曾出版过《通过孔子而思》。这本书的翻译看上去更靠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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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思微》

精彩书评

1、早年在读《中国早期工业化》这本书时，作者指出中国早期工业化失败是因为对外部竞争应对上
儒家主导的秩序难以应对，原因就在于本书作者提出以儒家为导向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属于美学秩序
，不同于欧洲的逻辑秩序。那么这种美学秩序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一种超然的抽象原则独立存在，可
以说，这种美学秩序不仅支持，而且也鼓励人人唯我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文化，这种唯我不同于功利主
义，相反属于一种个体意义上的缺乏现代公共精神的自私自利。由于儒家秩序的自身内在逻辑与特点
，导致超越于当事人主观满足度之上的客观性标准无从确立，决定过程中存在过度的交换性，对规范
本身的讨价还价，使得一套适应市场经济与保护企业主的法律规则难以确立。加上在中国传统政治治
理中，治理重视“势”，强调“无形”技艺，权术势满是诡道，所谓“无形”的“势”，就是不给你
一个定了型的一套明确的规则，一切委诸临机应变，与按部就班，循名责实法律逻辑不同，“无形”
具有很强政治性，“势”的大小强弱又由政治地位决定，结果则取决于“势”的拥有者之间博弈，妥
协以及政策性判断，也意味着规则和标准是可变的，通过“交涉”媒介，很容易流于力量对比关系决
定一切的事态，使得原则和规范名存实亡，失去意义。在西方的逻辑秩序里，对单一秩序的宇宙信仰
，加强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一致性的探求，作为秩序的外部决定力量，为理性秩序的永恒提供了超自
然意义上的根基。但美学秩序的显著特征，尽管理性秩序允许人们从秩序要素中抽象出具体特殊并无
视这些要素，但美学秩序确实靠那些特殊的个体构成自身的。此种秩序从一某物的特殊性开始，把这
个特殊性看做是对它的环境均衡性复杂性的贡献。由于美学秩序突出“个性第一”，那么真理和现实
的最终结合都取决于个人，并对每个人来说各不相同，就就导致了拉帮结派外，国家这一抽象理念难
以扎根在人的心中成为神圣原则。相对西方传统中的法律的起源被看作是超人的，而个体的力量要视
规范的外在性而定。那么相对孔子强调人要对自己和环境负责，就意味着在具体环境里，特殊的个人
被视为意义的来源，这就强调了个人在美学秩序中的优先地位，如果个人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政治地
位就决定了其人的贡献范围与大小。圣人理论在这里不是一种严厉的命令，相反是人人可以学习模仿
的榜样，并且儒家理论也认为人人可以成圣，通过德，义，忠等与天德衔接，最终完胜了对人格价值
定义，这种文化不仅否定社团，否定人格的平等，而且在把社会与国家彻底融为一体，因此公私概念
是儒家文化里缺乏的。但从现代国家建设来看，法律也罢，国家这个抽象体也罢，作为外部决定力量
的超越性的法对于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在一个高度个人主义化的社
会里，公共的一致性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必须用法律来对付离异的行为，必须以惩罚的威慑
作为保证一致性的制裁力量。无论施行这些外部强加的法律或规范的代价如何，个人主义在西方传统
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收获，个人主义需要法律，法律又强化了个人主义。在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中，
个人感到，自己与同自己一样的公民是平等的。孔子的社会理论对“民”和社会精英（“人”和君子
）之间的区分，在质的标准上就把一个人看做社团或团体，以此类递，明显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倡
导者背道而驰。就和本书作者在肯定孔子美学秩序的独特贡献时，他认为儒学面临的问题依然是怎么
解决现代社会里对社团的构建，只有儒家能适应对社会对各种社团建构的需要了，中国的的现代化建
设才能实现与西方文明的良好对话和互动。这是对儒家的真正挑战。本书也分析了儒家在人格构建上
，主要是君子，存在的人格二层结构导致的人格分裂，由于这一先天缺陷，中国文化里不缺乏汉奸也
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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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思微》

章节试读

1、《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第230页

         古汉语中的一个字就是一个名词。如果认为某个名词是贴切的，就要去实践它。语言是意向的，
“正名”就是正意向。客观的或逻辑的参指并不能决定命题的语义。语言的思维活动是意向活动，它
包含作出区别的意向，以便产生适当的“名”，并根据这些“名”的意向行事。

⋯⋯

中国古代哲学家并不依赖推理或类推理的陈述，因为他们不强调命题。因而，中国的实用主义理论不
会由于被认为不能表达“内容”而受到威胁。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更有力地捍卫了美国实用主义的
口号：“知就是行”。

⋯⋯
 那么，名词命名什么呢？从一种重要的意义上讲，它们并不命名对象，甚至不命名事件或行动，并不
把对象、事件或行动看作是原因或结果。它们命名“意向”，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名词参指
意向，从而认为参指物是独立于名词的。“名”的最精确的意思是“意向行动”；具有内容的‘名”
，就是意向。

2、《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第229页

        

交流有两个根本目的。第一，说出某事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第二，建议、比喻、暗示或者提及。第
一种是表达的活动，第二种则是暗指。参指的语言具有文字的基础，可以表达呈现或者缺场。在参指
的语言中，概念优于意象，无法精确地说出某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被认为是这种语言的不足之处
。暗指的语言由于不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参指，因而就没有文字的基础。这种语言的功能主要是激发。
比喻和意象是交流的主要工具，但并不是从代替文字概念的意义上说的。

以上两种语言的对立就是逻辑秩序和美学秩序的对立。逻辑秩序只能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命名描述
对象、概念、词，以及它们的类型和关系；被看作真实的或者约定的一般概念是这种语言的基础。而
以美学秩序为特点的语言并不是建立在一般类型或表达为名词的逻辑形式之上的。

暗指的语言是隐喻的，但暗指的隐喻同文字的表达并不矛盾；它们构成了语词表达的独立中介。文字
表达的隐喻是“表达的”隐喻，而暗指的隐喻是用语言“暗示”、“提醒”或者“提示”各种特殊。
暗指语言的“提醒”是为交流服务的，它唤起交流者的特定情感，这种情感构成了此种语言的“参指
对象”。

暗指语言是间接的。这是因为，表达语言允许通过与抽象名词相联系的概括这个中介来传达意思，而
暗指却“参指”特殊对象，对这种对象难以概括或分类。在暗指语言中，一般陈述不能为真，其概括
不能用于特殊。一般的关系陈述式的自然律、普遍的道德原则等都是表达语言的功能，表达语言是支
持“呈现语言”和“缺场语言”的。暗指语言实际上是寓言的语言、讲故事的语言，其“参指”的不
是世间的事物，而是由事物所引发的感情。它的“真”是在交流者中实现的。“让有耳朵的人自己去
听”。正是唤起作用和内心领会保障了“真”，或更恰当地说，保障了陈述的效用

3、《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第128页

        西方传统中的法律的起源被看作是超人的，而个体的力量要视规范的外在性而定。这种观点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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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思微》

果之一是：作为外部决定力量的超越性的法对于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
，在一个高度个人主义化的社会里，公共的一致性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必须用法律来对付离
异的行为，必须以惩罚的威慑作为保证一致性的制裁力量。无论施行这些外部强加的法律或规范的代
价如何，个人主义在西方传统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收获，个人主义需要法律，法律又强化了个人主义
。

4、《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第195页

            罗斯蒙特在一篇极有洞见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中国字中的音素和义素之间的区别对于
决定书面语言的性质以及它和口头语言的关系可能完全没有作用，由于标音符号的多样性使人们能够
选择字母结构中指示意义的标音符号，故表音符的功能就不限于表示字母的声音。这种合理主张支持
了这样的观点：古汉语的书面形式不只是口头语言的机械记录。

5、《孔子哲学思微》的笔记-第116页

         文明是那些懂得文明所依赖的原则的人以及那些愿意为文明的维持、发展献身的人的努力结果。
西方社会的民众不再是可以产生出真正的人的潜在的不确定性，他们被认为或自认为是权力之源，是
发号施令的主人。

在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中，个人感到，自己与同自己一样的公民是平等的。对这种平等的信仰被写进
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并成了不容批评的信仰。但是，如果没有对社会中真正的杰出者的适当尊
敬，整体性的社会就无法维持。这些杰出人物负责把意义引进社会环境。他们做着重要的工作，揭示
和传播传统的价值观。而在评价社会价值上强调量的标准，就使建立在尊敬之上的质的评价变得不可
想象了。

我们将看到，孔子的社会理论提出了建立在质的标准之上的另一种社会秩序概念。“民”和社会精英
（“人”和君子）之间的区分会使当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倡导者不大自在，但这种区分却避免了由
对社会阶级作量的区分而产生的社会的大众化(massification)这个恶果。就民众是潜在的“人”和“人
”产生仁人而论，这样的社会秩序是美学的。如果一个美学秩序的社会忽视了量的方面，以至威胁到
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安全，人们当然有理由责难这样的社会。但是，要解释孔子的社会把芸芸众生提高
到新的高度的问题，就不能用量的标准而要用质的标准来估量这种社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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