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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 世纪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新亚书院创办人

之一"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创系系主任"当代新儒学重要代

表人物"在大中华地区和欧美学术界都有重要影响"并为很多中外学人

所敬重和缅怀# 为此"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 !""# 年前后"即唐先生百

年冥寿之时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本刊第五辑发表了余英时撰写的

唐君毅铜像铭"第六辑发表了余先生在铜像揭幕仪式上所作的录像致

辞"第七辑发表了三篇有关唐君毅宋明儒学研究的论文"本辑则是纪念

唐君毅专号# 回顾唐君毅哲学研究的特点,贡献和局限可以再一次帮助

我们反思和分析*中国哲学+这一术语,这一传统,这一领域,这一学科的

特点,内容和方法#

本辑的特别专栏选录了五篇有关纪念唐君毅先生的致辞和演讲#

第一篇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劳思光

先生在唐君毅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致辞"其中特别提到唐先生之*成德之

学+即自我本身的转化问题有永恒之价值# 的确"如果说当代新儒家代

表人物或以思想的历史研究为长"或以哲学之理论建构为优"那么唐先

生则可谓以探索和实践儒家的圣德仁心为著# 其学思与仁德泽被学子"

情谊远及大洋彼岸"后面 /)%'-0 123+%")&孟旦'和 4.2;6#)0)"#0#

N'",&狄百瑞'教授的两篇讲词便是明证# 孟旦回顾了唐先生早年对他

的鼓励和引导"狄百瑞更将唐先生与朱熹相提并论"并希望将中国书院

的传统引入现代教育#

接下来第四篇是劳思光先生在 !""# 年 $ 月*中国哲学研究之新方

向$中大哲学系创系六十周年纪念,唐君毅百岁冥寿暨新亚书院六十周

年院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劳先生提出中国哲学研究有三

种取向"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取向,传统主义的取向"以及德行实践的取

向"而唐先生治学的厚重之处就在于成德之学和工夫论"这也是儒学的

特性所在# 劳先生的分析既有跨越中西的宏观视野和理论背景"又有亲

身的观察和体会"值得我们涵泳体察# 最后一篇讲词来自于 ?&#!6#%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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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安靖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首届唐君毅讲座上的第三次演讲# 这

应该是第一个在西方以中国哲学家命名的讲座"亦可见唐先生在国际社

会特有的地位和影响# 安靖如的演讲基于对孟子思想的研究"探讨当代

中国政治吸收传统儒家以民心为权威性标志并接纳现代个人平等观念

的可能性与相关理论问题"比较详细地分析和批评了康晓光所主张的当

代的儒家权威政治"建议接受牟宗三所主张的道德与政治适当联系和分

离的主张# 其文思路清晰"分析细致"注重说理"反映了分析哲学训练之

长"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本期有七篇关于唐君毅与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论文# 第一篇是

;6).'$3#&B5#"&墨子刻'教授的文章"他以唐先生代表中国哲学与西方

近代以来的*现代西方认识论大革命+以后的新黑格尔主义相对照"指出

西方认识论革命发展出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怀疑和质疑"虽然由此产生的

历史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后现代思潮未必正确"但新儒家应该从认识论

上的乐观主义立场出发"正视和回应西方认识论革命所提出的问题# 西

方哲学强调*正确思考的规则+&"+-#$)9$+**#$$9+-&6(%>(%5'"而中国哲学

强调*总结所有相关考虑+"墨子刻教授希望二者通过交流比较和发展而

实现唐先生所追求的*贯通+# 墨子刻教授一向关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

展"注意回应和分析当代中国哲学界提出的不同观点"其对中国哲学界

同人的不懈的热情关注和直率的分析讨论令笔者感佩# 相信墨子刻教

授的深入分析能推动中国学者的进一步反思和更严肃的创造#

以上墨教授以及劳先生所论都涉及*中国哲学+这一概念的丰富性,

复杂性和歧义性# 笔者的文章从唐先生就任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

之讲词的主题开始"讨论*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实有和应有的意涵# 唐先

生的讲词强调中国哲学的一个新方向即接受西方现代学术影响以后的

客观研究的取向"并指出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传统中始终缺乏这一取

向"直到清代才有了客观研究的趋势# 这一取向要求我们以研究者的身

份工作"而不是以哲人或圣哲的身份说话# 唐先生谦称自己也是一个研

究者# 然而纵观唐先生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他显然主要在从事哲

人和圣哲的工作# 或许我们可以说"唐先生作为讲座教授"清醒地知道

他应该是一个研究者"但从他的感情和本性来说"他始终服膺和践履的

却是成德之教# 这反映了*中国哲学+这一概念隐含的历史传统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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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德之教与客观研究之间的紧张#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实有现代

学术与民族文化两重身份"从后者可产生生命导师之功能"从前者则可

引出世界文化资源的功能#

中国哲学的主体是儒释道思想"因此本身与宗教传统有密不可分的

渗透与融合# 如果仅仅将中国哲学视为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一支"就应该

或必然忽略,贬低,剥离或排斥其与宗教传统的历史的血脉联系# 如果

将其视为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研究"或努力继承之,发展之"就不能不正视

其历史上的宗教元素# 林维杰的文章就从气化与人文两方面对儒学的

宗教维度进行了探讨# 他先比较了唐,牟,徐的宗教观"指出*人文+概念

为他们解释儒学宗教性格的共法"但唐先生对儒学的宗教形态和内容似

乎更为宽容# 他一方面认为人生之德行会决定死后为鬼还是为神"另一

方面也强调后人对先人祭祀之态度是否诚敬孝慈"也会决定鬼神向上超

度的力量和程度# 林文特别指出"传统中将信仰对象与气化概念相结合

造成了生人与神癨的同质化"同时也弱化了众神癨的主宰力和灵明性#

与林文比较相关的是吴启超的文章"他从唐君毅的鬼神论来解释儒

家传统为什么认为仁心可以生出万物# 唐先生认为"*仁心+不单对鬼神

而言能创生,能使其存在"甚至能创生所有其*感通之所及+者# 当然"这

种创生非物理意义的生"这种使其存在的存在亦非知识或物理意义的存

在"而是在仁心的关怀中存在# 这与牟宗三的理论一致"即认为仁心确

然具有一种创生力量"去成全其所感通关怀的事事物物为*真实的存

在+# 显然"唐,牟所说的创生与常识意义或经验科学意义的创生与存在

截然不同#

黄冠闵的文章围绕主体性和主体之位展开"并比较了唐君毅与列维

纳斯的理论异同和相互关系# 作者认为二人的交会处在于由主体与他

人关系所引发的责任伦理# 列维纳斯不从自由意志的角度肯定主体性"

而强调对于他人的责任才是主体之所以是主体而不可任意取消的关键

理由# 唐君毅则仍以主体意识为核心"但强调自觉的超越%他人是对主

体我的限制"但此限制能作为感通的现实条件# 二者有一明显分歧"即

列维纳斯坚持神或无限者的超越性是不可企及的远离"而唐氏肯定天心

与人心,天德与人德的合一"从而人的有限性能借其自觉超越而接近无

限# 从以上林,吴,黄的文章来看"我们称唐先生为宗教家也不为过#

黄慧英的文章处理的是唐先生对病痛及苦难的体悟"也在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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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涉及宗教层面# 唐先生在病榻上不停地对生命课题进行反思"他曾担

心自己意识太强而影响麻醉剂的效用"而事后则体会到个人意识能力的

有限性# 他还反思到$*求所以治病养生之道"是义%而必求病愈"则是

利#+而*养病不求病愈"又正非易事+# 黄教授的进路是将唐的生命体验

与心理治疗相对照和比较"并提出*疾病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使我们变得

完整+#

陈荣灼的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处理一个关于刘宗周的老课题# 这

新的角度在于&%'以唐先生的研究与牟宗三相比较与互补"&!'以刘宗

周与3(*6#-K#%",相比较# 陈的结论认为牟先生将刘宗周与胡五峰看

做一系是成立的"而刘宗周与3(*6#-K#%", 思想的相似可能引出研究宋

明理学与现代思想的相关性这一新方向#

本辑另有四篇值得特别推荐的专题论文# 戴琏璋先生的文章论述

*忠+德义蕴的演变"证明从上古到秦汉以后"*忠+之义大致有二$一是

上古政治体制中的臣子之道"即策名委质"至死不二%另一类型则是先秦

儒家所讲习论说的待人处事之道"即诚身明善"从道守义# 秦汉以后"两

种类型掺合升降"演变为不同之忠的各种表现# 戴先生的文章理据坚

实"兼顾学与行"值得体味#

陈致的文章对影响深远的*孝+的概念做了追本溯源的工作"为哲学

界,思想界研究*孝+之观念的演变提供了源头性的文献根据"值得参考#

陈继东的文章特别依据(絛书)初刻本详细地分析了章太炎早期思

想中关于佛教的认识"对于我们了解章太炎本人以及近代思想演变之复

杂多变提供了扎实的文献资料#

郭朝顺借重劳思光先生关于建立新基础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佛教

的演变"可谓别具一格的观察"可以刺激我们进一步思考新基础主义的

理论和佛教的演变线索#

本辑各个专栏都有令人欣喜的内容# *观潮屿+发表了 3'"&(%

:)8#"$&包华石'教授为本刊特别撰写的关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唐君毅讲

座成立的原委"此一历史文献可谓中西学术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也可

看做中西哲学平等双向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学思录+刊载了笔者对孟

旦教授的采访"内容涉及他本人数十年的经验和体会,中国哲学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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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与难点,中西方学术界的重大思潮"以及他近期的学术活动和社会

活动"内容广泛而语气轻松"相信读者会从愉快的阅读中获得不少教益#

*会议录+是关于本中心召开的*儒学$学术,信仰和修养+国际学术研讨

会的报告"我们感谢与会者的参与和李兰芬教授的热心报道# *回音谷+

是孟旦教授对墨子刻教授的第三次回应"以及笔者对吕锡琛教授的回

应# *回音谷+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希望有更多朋友利用这一桥梁

进行交流和讨论#

从本辑内容来看或仅从对唐君毅的研究和介绍来看"*中国哲学+这

一术语就容纳了许多不同的内容,兴趣,方法和关切# 这中间涉及了多

种不同或冲突"如忠实,客观地了解认识已有的哲学思想与继承发展或

修正批评已有思想的不同"将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与将之作为民

族文化或个人修身之资源的不同"注重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传统与推动

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不同# 就唐先生本人一生学术活动来说"也存在着

作为一个研究者与作为一个哲人的不同"作为新方向的提倡者与传统使

命的承担者的不同# 认识到这些不同可以让我们的研究工作更自觉,更

深入,更加色彩鲜明而艳丽"也才可能有不同取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相

得益彰# 否则"混沌一团"毫无自觉"则既不能充分地弘扬传统"也无法

有效地建设新学科# 此意是与不是"望同人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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