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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PDF电子书共5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杨泽波 著。1wr万圣书城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研究牟宗三的儒学思想，将其内容分疏为五个方面：一是通过坎陷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是为“坎陷论”；二是将朱子从至高的位置上拉下来，定为旁出，并打破传统中理学心学二分格局，另立五峰、蕺山为一系的思想，是为“三系论”；三是强调道德之心不仅可以创生道德善行，同时也可以赋予宇宙万物以价值和意义的思想，是为“存有论”；四是以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智慧为基础解决康德德福关系问题的思想，是为“圆善论”；五是破除康德以判断力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做法，强调真善美原本就相即相融没有罅隙，无须沟通的思想，是为“合一论”。1wr万圣书城

 1wr万圣书城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书目1wr万圣书城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第1卷 坎陷论1wr万圣书城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第2卷 三系论1wr万圣书城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第3卷 存有论1wr万圣书城

 1wr万圣书城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第4卷 圆善论1wr万圣书城

 1wr万圣书城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 第5卷 合一论1wr万圣书城

 1wr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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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书摘：1wr万圣书城

书中有较系统的阐述和发挥。两书的着眼点又有所不同：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牟主要是着眼于认识论的层面，即运用‘道德良知自我坎陷’的观点说明如何由道德主体转出知性主体，以便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发 1wr万圣书城

展提供根据，在《现象与物自身》一书中，牟宗三则主要是着眼于形上学的层面，即以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说明现象世界的形成及其性质，以及现象世界与形上世界的关系，从而最终完成其两层本体论的建构。”「〗〕罗义俊也有明确的说明：“至《现象与物自身》，乃承此理路，步步说明，作系统而完整的展开，并以佛家之执念来融摄会通康德所说的现象界，建立了无执的存有论(本体界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现象界的存有论〕。牟先生说，这两层存有论是哲学的原型(基型I他后来在《中国哲学十九讲》和《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指出，这也就是《大乘起信论》所撑开的‘一心开二门’（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开真如门和生灭门）的思想格局。而我的理解，撑开这思想格局的，辩证地贯通这两层的枢纽，即是本心仁体（良知〉之自我坎陷。因为本心仁体与认识心究其极言原是通贯一体，而认识心正是良知之 自我坎陷而成。” ^ 1wr万圣书城

总起来说，坎陷概念有两种不同含义，既在如何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意义上使用，又在如何开出现象的存有、执的存有的意义上使用。这两种含义不可相互替代，虽然第二种意义的坎陷远不及第一种意义的坎陷来得重要，而学界关于坎陷的争论也主要在第一种意义上展开。因为本卷的中心任务是处理如何开出科学和民主的问题，所以只关注坎陷的第一种含义，而将第二种含义的坎陷放在第三卷存有论中适当加以说明。希望这种安排不要造成读者的印象，好像牟宗三的坎陷概念只涉及开出科学民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含义似的。1wr万圣书城

1wr万圣书城

一、坎陷概念的三个基本要素 1wr万圣书城

牟宗三提出坎陷概念之后，不断对其进行解说，但学界仍然普遍反映不好理解，认同者少，批评者多。匸1]这种困难主要不在字义本身。坎为卦名，陷是对坎的解说。如《说卦》“坎，陷也”，《序卦》“坎者，陷也”。当 1wr万圣书城

然，《易传》中相关的说法也有差异。在卦爻辞中，坎是“坎宵”，而《彖传》、《大象传》.《说卦传》则以坎为水。其所以有如此差异，是因为取象与卦名有一定的距离，水只是坎的主要取象，表达险陷不一定非要用水。 1wr万圣书城

以此为据，治《易》者一般认为，坎之基本含义为陷为险，取象为水，衍生为洼渎、隐伏等义。由此可知，《易传》中坎陷的具体说法虽有不同，但基本意思还是清楚的，理解起来并不十分困难，困难在于无法通过牟宗三的解说，清楚把握其使用这个概念的意图。开始的时候，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不明白牟宗三为什么使用坎陷的说法来说明开出科学和民主的问题。在屡次受阻之后，只好寻找其他办法。根据以往的经验，一般而言，哲学家对一个重要的概念不会只有一次界定，在其他地方一定会有一些相近但又...1wr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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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学界的“牟学”研究蔚然成风,成绩斐然。杨泽波教授积十五年之力,对牟宗三的儒学思想进行强探力索,其新著《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共分五大卷,240余万字,俨然成为“牟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wr万圣书城

　　从内容编排上看,《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每卷分为两个部分,卷上是论衡,卷下是学案。论衡部分主要是解析概念,梳理思路,进而做出评判,学案部分则仿照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的形式,对相关论述进行收集、点评。二是两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附录。其一是近80页的“牟宗三儒学思想辞典”,集释创辟性极强的一些概念,并注明其单行本与全集本出处。其二是近120页的“牟宗三研究书目汇编”,全面收录1978—2012年间大陆、港台等地的相关学术专著、析出文献、报刊论文、未出版的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这将为后来学者的“牟学”研究提供极大便利。1wr万圣书城

　　从义理创新与理论贡献上看,牟宗三的儒学思想可以分疏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心学义理的拓展。这包括坎陷论与三系论两个部分。1wr万圣书城

　　坎陷论是牟宗三最早形成的一个理论。作者认为“坎陷”这个概念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让开一步”。良知先进行一个自我否定,暂时退让一下,不再着力发展自身。二是“下降凝聚”。着力发展良知之外的内容,向下开出科学与民主。三是“摄智归仁”。开出科学与民主,离不开良知的指导。　1wr万圣书城

　　三系论是指宋明理学中三个理论路向的划分,即胡五峰、刘蕺山为一系,陆象山、王阳明为一系,程伊川、朱子为一系。作者把三系论的判教标准总结为两个:形著论与活动论。形著是指在心与性的关系中,心对性具有一种彰显作用,性对心具有一种贞定作用。活动是指实体必须是“即存有即活动”,而保证实体之活动性的是心。根据形著论,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区分开来,前者更为圆融,后者次之。根据活动论,伊川、朱子与象山、阳明(包括五峰、蕺山)区分开来,前者为别出,后者为正宗。1wr万圣书城

　　作者对这两部分内容都给予高度评价。坎陷论强调开出科学与民主必须以道德良知为指导,这是中国文化可以贡献给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就此而言,坎陷论“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第一卷,第241页)。三系论处理儒学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如何保证良心本心的客观性,二是如何保证道德本体的活动性。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与解决,是“牟宗三儒学思想之所以高于其他人的重要原因”(总序,第9页)。1wr万圣书城

　　坎陷论与三系论也有其方法论上的不足。牟宗三的方法是一种“二分方法”,即感性、理性两分。其中感性是致恶的力量,理性是向善的力量,所以只有理性是道德的根据。作者则将理性十字打开,分为仁性、智性,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三分方法”,即欲性、仁性、智性三分。欲性重在物质生存,涉及基本利欲问题;仁性重在智的直觉,涉及良心本心问题;智性重在逻辑推证,涉及学习认知问题。其中仁性与智性同为道德的根据,都是成就道德必不可少的条件。作者认为二分方法在坎陷论与三系论都有其问题,而三分方法却恰好可以解释这些问题。在坎陷论中,道德理性暂时让开一步,以发展理论理性,发展理论理性开出科学说得通,但开出民主就有些勉强了,因为民主问题除了要关注理论理性,还要关注经济利益、恶的产生等问题,而经济利益、恶的产生等问题则属于三分方法中的“欲性”(体欲)问题。在三系论中,牟宗三判陆王是正宗,程朱是旁出,但根据三分方法,陆王心学属于仁性伦理,程朱理学属于智性伦理,两者都属于孔子心性之学的圆教规模,不必区分谁是正宗,谁为旁出。1wr万圣书城

 1wr万圣书城

杨泽波先生的皇皇巨著《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读了一部分，不过以我肤浅的学识看来，貌似杨先生对牟宗三思想的很多论述与我所读到的牟宗三的思想不太一样。比如，在第一卷坎陷论243页，杨先生指出，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的良知属于道德的范围，但道德的范围比良知大，所以以良知说坎陷有小牛拉大车的嫌疑。我觉得杨先生似乎没有理解牟宗三所谓良知的含义，在牟宗三的论域中，良知有三义，主观、客观和绝对，主观客观义开道德界，绝对义开存在界，由是良知才构成了道德的本体和存在的本体，所以不但必须说良知的坎陷，而且连杨先生所谓的道德也是良知所开出的。怎么会小牛拉大车之嫌疑呢？这种说法恐怕不太妥当。造成这种说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似乎与杨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有关系，他颇为自豪的三分方法来研究牟宗三。所以就得出了那样的结论。但我忍不住想问问，运用三分方法研究良知坎陷说合理吗？用牟宗三的话说，这种方法与良知坎陷说“相应”吗？而且在杨先生的论述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将存有论意义的坎陷和开出新外王意义的坎陷割裂了，但在牟先生的论域中这是不可以割裂开看的啊，早就有人提出从结构的角度研究牟宗三的哲学了，如程志华的《牟宗三哲学研究》。在笔者看来，牟宗三作为一个体系性的哲学家，据罗义俊先生的说法，牟宗三在六十大寿的时候说过，他所念兹在兹思考的就是反省中国文化，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就此而言，牟宗三肯定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另外王财贵先生也说过，牟先生的学问如珠走盘，别人看来可能是凌乱的，但他肯定有一贯的严密的体系。所以，杨泽波先生对坎陷的论述似乎还需要再完善一下。陋者浅见，贻笑大方。如杨先生见之，不必介怀可也。1wr万圣书城

1wr万圣书城

将儒学的发展史分为三期，并非始自牟宗三，但只有牟宗三对这一思路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在牟宗三看来，儒学三期的划分及其特点是：第一期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铸造期，此一时期“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其特点是“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第二期是“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时期，此则较为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第三期指的则是当代新儒学，“此特殊性之规定，大端可指目者，有二义。一，以往之儒学，乃纯以道德形式而表现，今则复其转进至以国家形式而表现。二，以往之道德形式与天下观念相应和，今则复需一形式与国家观念相应和。”1wr万圣书城

儒学为什么需要“第三期之发扬”呢？在牟宗三看来，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虽然有着极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则，但又不仅仅表现为一思想一原则，而是始终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相连贯的。换句话说，儒学既以历史文化为其立言根据，又反过来为历史文化的发展所运用。然而，自满清入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之厄难，民族生命一直未能复其健康之本相。因此，按照牟宗三的观点，如想求得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前提就必须是复兴儒学。1wr万圣书城

在牟宗三看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为一常道。儒学作为一“常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孔子仁义并重，强调仁义于人生的精神价值，此“仁义”二字构成了“常道”的核心内容，后来经孟子、宋明儒者大力阐发，已经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内心准则；第二，孔子所言仁义，紧扣着历史文化，而非单纯的道德规范，所以中国的一切典籍皆是“理性之客观化”，或曰“客观精神之表现”。基于儒学发展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牟宗三进而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我们下边将要介绍的“三统”说。1wr万圣书城

 1wr万圣书城

儒学“三统”说1wr万圣书城

所谓“三统”，即道统、学统和政统。“三统”说是牟宗三针对中国儒学乃至全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而提出的建设蓝图。如果说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三统”说则是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归宿。1wr万圣书城

对于“三统”的内涵，牟宗三曾有一简短的说明：“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牟宗三认为，儒学要想进一步发展，这“三统”是一样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此前的新儒学（比如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的儒学）普遍有着强烈的反科学的情绪，认为以科学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非但不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会造成灾难。而牟宗三却认为，儒学如想复兴，中国文化如想重建，就不能忽视学统和道统这两个方面——这是很积极、很进步的主张。1wr万圣书城

实际上，牟宗三的“三统”说讲的乃是儒学的一个老话题，即“内圣外王”问题。从“三统”说的内涵来看，牟宗三的主张就是：首先，要肯定儒学的道统，以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本大源；其次，要把儒学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以开出“新外王”，即发展科学（学统）与民主（政统）。这里的关键是，牟宗三虽然肯定科学与民主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更强调科学与民主的发展不可以采取某种外在的“加添法”，而必须经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即从民族文化生命的内部开显出来。这也就是说，他认定学统和政统应由道统开出，具体来说，就是由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1wr万圣书城

但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到底能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呢？牟宗三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向来“没有开出来”科学与民主，但他接着认为：“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在他看来，只要儒家的道德理性（即良知、性体或仁体）主动让开一步，从“往上讲”转为“往下讲”，或者转一个弯，从“直通”转为“曲通”，便可以“转出知性”，从而开出外王事功。而“转出知性”的途径就是所谓“良知自我坎陷”，即“良知”主动地由“无执”转为“执”，因为“不这样地坎陷，则永远无执，亦不能成为知性（认知的主体）”。看似矛盾，但是学者是站儒家的体系，“良心”是主体道德的追求是往上讲，而科学却是研究物质的利益追求是往下讲，所以通过强大的物质科学实现人的改造世界能力，从而有力量实现更高的道德追求。1wr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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