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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哲学与文化》

内容概要

《明治哲学与文化》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日本乃至世界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15位思想家（西
周、加藤弘之、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进行了文本解读，涉及这些思想家的各个方面，对研究日本
近代化及其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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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哲学与文化》

作者简介

卞崇道，男，1942年12月生于江苏省沭阳县，1969年7月毕业于国际关系学术日本语科，1981年7月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毕业，获硕士学位。198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日本哲学
与文化研究，2004年1月退休。期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同院研究生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兼职同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等职。著有《现代日本哲学与文
化》等，合著《日本哲学史教程》，主编《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以及辞书、译著等5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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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哲学与文化》

书籍目录

前言
1．西周（1829-1897）——近代日本哲学之父
开题门
百一新论
人生三宝说
2．加藤弘之（1836-1916）——日本政治哲学的开启者
立宪政体略
自然与伦理
3．福泽谕吉（1834-1901）——国民的教师
学问的独立
4．西村茂树（1828-1902）——日本道德哲学的首创者
日本道德沦
5．井上圆了（]858-1919）——东洋大学的创办者
纯正哲学讲义
6．井上哲次郎（1855-1944）——首位日本人哲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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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哲学与文化》

章节摘录

　　1．西周（1829-1897）——近代日本哲学之父　　百一新论　　西周　　⋯⋯现在有人一说到道
理，就以为事君尽忠、事亲尽孝是道理，雨从天上落下、太阳照耀大地也是道理，仿佛在当然之理与
自然之理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必须说在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如同可以治人者为法，以导人化善
者为教来区分法与教一样。对于道理来说，也要弄明白有两种。　　因为在中国和日本，自古以来就
没有这种区别。所以至今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们是没有区别的。这种看法一旦延伸下去，就会产生很大
的错误。例如在中国，认为日食是因为当时的人君之政不正，故天垂象以惩戒。同样在日本，有许多
人认为伊势神风或由日莲祈请之法力刮起的台风致使蒙古舰队覆没；净藏贵所以真言秘法祈起之法力
使八坂塔倾倒；伊势神歌可祈雨解旱等。这些看法就是因为没有弄清楚道理有两种的缘故。所以在佛
教的经文里会出现许多拼凑起来的有关诸天神佛、鬼怪、夜叉及释迦说法的故事。基督教也有依靠魔
法使得六月降雪、隆冬开花的形形色色不可思议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此耽溺不除，正确的道理就不能
成立。所以必须知道，于此的各种道理，虽一样的言说，其实道理有两种类型。为表示这种区别，今
将其一个叫做心理，一个叫做物理。物理是天然自然之理。说它大，大到整个宇宙、远到遥远的星辰
。说它小，小到一滴水、一撮土。从禽兽到人类的动物、草木等的植物，无论哪一个，皆备此性，均
不能外于此理。若违背此理，则任何事情也不能成功。然而所谓心理就没有这样广泛，唯是行于人类
之理，不是人类不能领悟此理，也不会遵奉此理。虽然心理亦本于天然，但由于它并不是不可违背之
故，所以一些浅见肤识者便认为，对于此理，人类是可以擅自作为、酌量加减、随心所欲地改变的。
若物理称’a priori，是先天之理，心理称a posteriori，是后天之理，那么在先天之理里面，首先只有人
类才有可能。就人类后天之心理来说，因其备于自然之故，称之为necessity（必然），是出于不得已
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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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哲学与文化》

精彩短评

1、有些思想家的简介很滥竽充数，某些节译著作的质量不敢恭维。虽说是明治时期的日文用语，但
翻成这样莫名其妙的中文也够可以了。
2、谱识读物，横向铺得很开，纵向有欠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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