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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文集》PDF电子书共5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QXm万圣书城

《徐复观文集(修订本)(共5卷)》，包括：第一卷《文化与人生》、第二卷《儒家思想与人文世界》、第三卷《中国人性论史·先锋篇》、第四卷《中国艺术精神》和第五卷《两汉思想史》。QXm万圣书城

前二卷收录单篇文章，后三卷收录学术专著。第一卷《文化与人生》，收录了徐复观论文化问题及个人身世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展示了他的文化哲学及中国文化观，以及他的学问的根基、背景与历程。全卷文章分五组：（一）文化哲学基本理论的阐述；（二）中国文化特点的审视；（三）当代文明危机的反思；（四）现代艺术精神的批判；（五）人生往事与心路历程的回溯。第二卷《儒家思想与人文世界》，收录了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有个别篇章是学术专著的选录，展示了他对中国思想史作“现代的疏释”的态度、方法与基本思路，特别是他对以儒家思想为重点的中国哲学思想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理解和阐释。全卷文章分三组：（一）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态度；（二）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三）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第三卷《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收录了徐著同名专著的各序及全部正文，展不了徐复观对中国道德精神所作的“现代的疏释”。第四卷《中国艺术精神》，收录了徐著同名专著的各序、全部正文及附录之一《中国画与诗的融合》，展示了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所作的“现代的疏释”。第五卷《两汉思想史》（选录），选录了徐著《两汉思想史》一至三卷中的主要篇章，所选文字约占原书的三分之一，展示了徐复观对中国专制政治形成时期思想史的反思，特别是他对儒家命运的同情理解和对专制政治的抗议精神，以及对中国史学精神所作的“现代的疏释”。QXm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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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文集书摘：QXm万圣书城

以资藉许多既成的“文化财”，模仿许多既成的“文化财"。但只要创造成功.则他一定会表现个性。替如人学文章，学字画，尽管他读了许多文章，临摹许多字画，假定他成了功，便不管他是学的那一派别，则派别对他而言，自有其共性；而在他对派别而言，则必有其个性。八大家的散文有其共性，但每个人，甚至连父子兄弟的三苏，也各有其个性。中国的字画，有其总底共性，但过去常有南北之不同；而不论在北碑南帖、北画南画中，每一个人都各有其个性。否则就是说此人的诗文字画没有成家(成家，即是表现个性、没有成家的东西，在文化上无大价值。若人家的诗文字豳成了家，已有了个性，但在外行人看来，则恰是“黑夜里所看的牛总是黑的”一样‘以“将无同"的心情去漠然说其好或坏。其实，这种好坏之见，在行家看来，都是小相干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其内而言，则成为此一民族文化的共性；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而言，则成为此一民族的个性。这和某派的作品，一方面是代表此派的共性，一方面是代表此派中某人的个性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对西方文化而说中国的文化。有人以为一个民族会不断吸收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中国之音乐、工艺品，有许多是受了中东诸“民族”的影响：尤其是思想上，是受了印度佛教的影响。真正是纯中国土产的东西，早不存在，还谈什么中国文化的个性？这种说法，是把个性只看作一种自然底死物，而不是看作一个创造的核心。由我上面所说I应知此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即以现在的国乐而论.我们尽管有的来自波斯，有的来自印度；但到了我们手亡以后，便决非波斯的音乐，决非印度的音乐，而依然是我们自己的音乐，所以依然不妨说是“国乐"。除非我们的音乐，还完全是在模仿底阶段。佛教自东汉人中国.开始依附道家，东晋乃能自立，隋唐始臻岡熟。但圆熟底佛教，便是天台、华严、掸宗等，富有中国个性底佛教，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底佛教。日本的佛教传自中国，但是日本佛教的性格.便与日本民族性格融合在一起而成为日本的佛教。中国当然要努力吸收西方文化；但假使中国民族的生命力未竭，这种吸收能够成功，则将也如过去吸收佛教一样，中国文化会以更高底个性出现，我们依然要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提出我们中闰的文化。决不能说德国、英国、芙国那一国的文化，即等于中国文化。西方同是一个文化根源，佢海洋大陆，既风会各殊，德法仅一莱因河之隔，在文化的气质上’仍各有其特性。中国文化之有个性，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后依然还有个性，这是由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不过，若是我们说思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则这种特性的发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它会受到各人天陚上的限制。对思想的要求与能力，各人并不相同。QXm万圣书城

所以任何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作同样深度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会受到生活上的限制〃若是体力劳动，占领了整个的生活时间.任何人也不能好好地思想。希腊的“学”，是出于商业资本已有了相当存积后的生活QXm万圣书城

“闲暇"；为了得到这种闲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们，竞会承认奴隶制度的合理性。而孟子所说的“劳心"、“劳力”的分丁〃这是历史事实上的必然.并不含有什么阶级反动的意识。因此，现代由科学进步而来的技术上的成就，是对于人的体力劳动的解放，同时也应该是思想能力的解放。但亊实上，越是现代化的地方，便越是不思不想的地方。有人说，现代人不追问“为了什么"，而只追问“怎么力、"0例如不追问“为什么要就职”，“就职后应当如何”，而只集中于“怎样才可以就职”。“怎么办”，当然也是一种思想的运用；但这种思想的运用，常是以感官为主，把思想拘限在事物的表层上，拘限在事物的孤立地个体上；作为思想特性的向深度与广度的推展扩大，在这种情调之下，是发挥不出来的。所以现代人只是生活于自己衷层的“感官机能”。这种感官机能，并不曾通向自己的内心；更不曾把感官的活动，在内心上稍加凝注，因而把它由向内的沉潜而加以提炼、净化。同时’仅靠感官机能所了解的客观亊物，也是各个孤立的；活动的本身，只是从“这里”被动的移到“那里”，没有法则上与意义上的关连。一个人，仅凭眼睛看，耳朵听，而不把者的听的反求之于自己的心，追问一下看和听的究竞，便只是茫然的看，茫然的听，并不能真正意识地感到是“自己"在看，“自己"在听；即是宥和听，并没有真正和内己的生命整体连在--起，只是在“眼前"“耳边”.飘来飘去。同时，被看和被听的东两.因为不曾与人的生命整体连上，所以也只是“过眼云烟”.客观的东西，不曾真止和主观连在一起。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是在探求宇宙奥秘面前的浮薄者，是在奔走骇汗地热闹屮的凄凉者，是由机械、支票‘把大家紧紧地缚在一起的当中的分裂者，孤独者。再简单地说，现代人的生活，既失掉了主体性，因而也不曾把握到客观，而只是一群熙熙攘攘地“阴影”。这比佛说的“芸芸众生”，还要混沌，空虚、飘荡。为什么？因为现代人已经把“思想"从自己的生活中，驱逐出去了。爹术界，肯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化工作的人，多承乾嘉恆饤考订之余弊，一生典之校勘、训沽，而不肯深入到古典中的思想问题。他们表面上很谦虚的说为我的力所不逮”；而实际则是守着一种错误观念，以为一涉及思想，便玄虚抖学。实则古典是古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所说出、所写成的，其中有的偏的记载，但事实依然织入了关涉者的思想在里面。所以由校勘、训诂以进人研究工作自然的顺序。不仅校勘、训诂，是把握古人思想的工具；并且把握想，也为确定校勘、训诂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治学的方法，开始是由局部的全体；接着也要由全体的观点、脉络，以检证局部，判断局部。局部与全体，的交互参验之下，以得出某种可靠的结论的。校勘、训诂，是对局部的了解；全体的把握。排斥思想性的研究丁.作，必然也会影响到他们所作的校勘、训作，因其过于零碎、浅薄，常常流于虚妄。所以这一派人士所作的研究丁以科学的口号开始，以不科学、反科学的收获告终。这只要稍稍了解我们由校勘、训诂而进到思想.在治学上固然是一种0然的历程。但是校勘、训诂的心智活动，和进人到思想研究时的心智活动，实属于髙低两种不同的层次。没有由思想的探求以得到思想训练的人，当他在不能不牵涉到思想问题时，便会陷入混乱支离，缺乏起码的由逻辑推理而来的条贯性。清代的焦循、阮元这一辈人，已经是如此；在今天则更不堪闻问。若从此一角度看，则不谈思想问题，倒反而可以减少混乱。但世界上怎会有没有思想的学问？治思想史，是要以历史的线索，时代的背景，古人个别的置境和性格，来解答古人所进遇和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他们在思考过程中，运用了什么方法？遇到了什么曲折？受到了什么限制？得到了什么效果？还遗留下了什么问题？简言之，研究者的苜要任务，是在站在古人的立场、时代，尽心加以疏导，在疏导中得出批评结论。治思想史的人，应该承认我们对古人的思想，几乎不可能作到全般的了解；所以疏导决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西方有种说法是“只有竹学，没有哲学史”；这话的意思是在指出写哲学史的人，常在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哲学套在古人的身上去了。这是我们应叫努力加以避免的。QXm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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