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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系列在東海--校友篇 

杜維明教授著作目錄--專書之部(中續) 

謝鶯興*編 

儒家傳統與啟蒙心態，哈佛燕京學社主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

7 月  

按：黃萬盛〈編者手記〉指出有三個重要的思想資源支持了啟蒙所代表

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一是奧古斯丁•孔德提出線性進化的獨斷論

的歷史觀；一是社會進化論；一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關於自由的理

念。說：「本輯(指《儒家傳統與啟蒙心態》)與上一輯《啟蒙的反思》

可以當作姐妹篇，在《啟蒙的反思》中，我們主要介紹了來源於西

方學術界對啟蒙的再思考，這一輯主要是中國學者從傳統資源的角

度對啟蒙所涉及的基本方面作出的回應。」 

除〈編者手記〉外，共收錄八篇論述，各篇作者及篇名如下：

1.杜維明〈文化多樣性時代的全球倫理〉；2.杜維明〈杜維明教授與

美國中學生談儒家倫理〉；3.咸在鶴〈憲政、儒學公民德行與禮〉；

4.馮達文〈作為人文教養的早期儒學--兼談先秦社會歷史演變中的貴

族與平民〉；5.秦暉〈西儒會融，解構「法道互補」--典籍與行為中

的文化史悖論及中國現代化之路〉；6.倪培民〈于女安乎--對普蘭亭格

--銳德有關終極存在知識理論的儒家回應〉；7.李明輝〈從康德「道德

宗教」論儒家的宗教性〉；8.李大維〈論先秦中國社會的公平觀念〉。 

 

                                                 
* 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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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傳統與文明對話，杜維明著，彭國翔編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8 月 

按：杜先生在〈序：本土知識的全球意義〉概述曾參加兩次會議，先後

提出兩次的構想：一是希望美國從一個教導文明能夠發展成為一個

學習文明；一是公共知識分子，指對於政治有強烈的關切、對於社

會有參與感、對於文化有研究和發展意願的知識人。並指出：「由伊

朗提議，聯合國一致通過，公元 2001 年是『世界文明對話年』。本

書所輯文章，可以說是圍繞『文明對話』這一主題結合本土知識和

全球意義所作的一種嘗試，不僅對我們在從事學術研究，從哈佛-燕

京社的立場上有很深刻的意義，它應該還有更寬廣的視域。」在〈序〉

中提出四個觀點，一是生態意識；二是女性主義；三是宗教多元；

四是全球倫理。 

本書除〈序〉、〈編譯後記〉外，共收錄 16 篇論述，部份論述又

分為數節，各篇名稱如下： 

一、儒學與文明，分：1.生態意識；2.女性主莪的感受性；3.宗

教多元論；4.全球倫理。 

二、儒家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 

三、人文精神與全球倫理。 

四、文明的對話：中國的崛起對世界傳達的信息。 

五、全球化和文明對話。 

六、相互學習：社會發展的一項議程。 

七、全球社群：探尋社會發展的精神資源。 

八、文明對話的脈絡：全球化與多樣性，分：1.全球化與人類

狀況；2.多樣性和共同體；3.共同價值；4.智慧。 

九、匯集觀念的資源：把握變動的世界，分：1.所謂地球村的

出現；2.東方未實現的願望；3.何謂現代？4.地方化的全球化；5.召

喚公共知識分子；6.遭受圍攻的文科大學；7.變動中的東亞；8.資本

主義種種；9.朝向全球對話。 

十、邁向一種對話的文明：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宗教領袖。 

十一、文明對話的成果之一：波士頓儒學評介。 

十二、文明對話的成果之二：中國傳統中的回儒對話略說。 

十三、作為「體證之愛」的仁道：全球倫理視野中「孝」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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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新儒學論域的開展。 

十五、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分：1.儒家的核心價值--仁、義、禮、

智、信；2.從時間、地域、層次解說儒家傳統；3.儒家傳統的解構；4.

對儒學的批判；5.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強勢的回應及新儒學的發展。 

十六、儒家人文精神與生態，分：1.邊緣批評：地方化與全球化；

2.關於俄國、印度和日本；3.關於「東亞現代化」；4.「現代化」「對

話」和「超越西方」；5.科學技術與社會資本；6.儒學思想與啟蒙心態。 

儒教，杜維明著，陳靜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2 月 

按：陳靜〈叢書後記〉指出：《儒教》是屬於《Our Religions》對世界最

主要的七大宗教傳統，作簡明系統而又深入淺的介紹之一。1998 年

王德威教授代表臺灣麥田出版公司，約她組織翻譯小組，分繁體字

版和簡體字版兩種，分別發行，但繁體字版有鄭文泉等教授撰寫的

各書〈導讀〉，簡體字版則無，並無王德威教授主編的署名。 

全書除〈推薦書目〉、〈叢書後記〉外，共收錄 9 篇論著，各篇

名稱如下： 

一、什麼是儒家之道？ 

二、定義儒家精神，分：1.自我：創造性轉變；2.群體：人類繁

榮昌盛的必要載體；3.自然：我們的家園；4.上天：終極的自我轉變

的根源。 

三、儒學傳統的形成，分：1.作為東亞生活方式的儒教；2.歷史

脈絡；3.孔子的生平。 

四、儒學第一期的發展，分：1.孟子：儒家知識分子的典範；

2.荀子：儒學的傳承者；3.政治的儒學化；4.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

5.佛教和道教盛行時期的儒家倫理。 

五、儒學第二期的發展，分：1.人 文宇宙觀；2.渾然與物 同體 。 

六、儒家經典的核心價值，分：1.《論語》所體現的儒家觀念；

2.孟子的五倫觀；3.儒家對三綱的批判；4.五經是五種理解式。 

七、儒家精神取向的顯著特徵，分：1.學以成人；2.現 世 精 神 ；

3.內在超越；4.人際關係。 

八、儒家傳統的現代轉變：家庭的動力。 

九、儒學第三期的發展，分：1.儒學與當代的關聯；2.儒家的生

活方式；3.未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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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的文明：談和平的希望哲學，杜維明、池田大作著，陳鵬仁譯，臺北：

正因文化公司，2008 年 9 月   

按：社維明〈序〉說：「《對話的文明》不是即興談話的紀錄，也不是關

於〈對話的文明〉的學術專著，而是經過池田大作先生深思熟慮後，

精心策畫，提出一些關於個人、佛學、儒學、中日美三國關係及地

球生存條件的困境等問題，我用英文，他用日文，分別論述的。」

又說：「《對話的文明》先在日本《第三文明》雜誌連載一年半，而

後集結成書。」 

池田大作〈序〉說：「『對話』是立足於『人』這一共同的大地，

不斷開闢理解和信賴的『共生』大道。『對話』是從精神上薰陶眾人

生命中蘊藏的善的力量，自己與他人共同提高為和平與幸福的追求

的『和諧』王道。本書就是以這種『共生』與『和諧』的『對話』

為題，進行深入的交談。」又說：「這種『對話的文明』，並不是停

留於承認相互差異、互相理解的消極的寬容，而是要創造出互相尊

敬差異、互相學習，以真正的對話精神為根本的新地球文明。正是

在這樣寬闊的對話大海中，才能更加豐富地培育人、社會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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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本書並就中國的未來以及二十一世紀的中美關係、中日關係

進行了交談。」 

除兩位作者〈序〉外，收入四章，每章各分若干節，各章節名

稱如下： 

第一章「人生之道，學問之道」，分：1.和平行動的原點；2.擁

有「偉大之師」的喜悅；3.學問的探求與青春時代；4.充滿多樣性的

文化、人性交流。 

第二章「超越文明的差異」，分：1.二十一世紀對話的要件；2.

向變革挑戰的「對話」；3.貢獻社會乃宗教之生命線；4.儒家與佛教

的交響；5.走向新的「文化對話主義」；6.「和平文化」的全球化。 

第三章「儒家文藝復興與佛教人本主義」，分：1.儒家與佛教的

人本主義；2.作為「對話共同體」的《論語》；3.關於「仁」和「慈

悲」；4.「天人合一」與「宇宙即我」；5.偉大人性的開花。 

第四章「二十一世紀的亞洲與美國」，分：1.兩個大國--中美關

係的形勢；2.走向「對話的文明」。 

現代性與物欲的釋放：杜維明先生訪談錄，杜維明、盧風著，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 月 

按：盧風〈前言〉說：「這個訪談錄源自我從 2007 年 6 月 21 日到 7 月 15

日對杜維明先生的七次訪談。杜先生時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和哈佛大

學中國歷史及哲學講座教授。這七次訪談的第一至第六次都是在哈佛

燕京學社的社長辦公室裡進行的，最後一次是在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官

邸中進行的。」從自己的心得和觀點，以及對作者思想的理解，歸納

出 6 條線索，表示希望對讀者是有所幫助的：1.反思現代性的價值導

向；2.進步主義與文明的可比性；3.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4.主客二

分以及事實與價值的二分；5.體知與聞道；6.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 

杜先生〈跋〉說：「我們計劃以『啟蒙反思』為主軸，進行七次

對話，每次至少 3 小時。我喜歡以對話的方式交流學問，不論與志

同道合的學友道友暢所欲言，放射出思想的火花，還是與某些志不

同道不合的異己，印證出一些負面的效應。對於我，它們都是一種

機遇，學習他人、了解自已的機遇。我常把自己一些不完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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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金碎玉般的靈感，不成氣候的智慧，或是初始狀態的論域，通過

反復交流，尋根究底，包括教學，會議討論與公開演講，逐漸理清

思路，豐富語境語義，形成某種思想，或是推動某種論域。」並提

出自 1996 年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以來，即「提出從儒家的人文精

神對現代西方的啟蒙(包括科學和民主)進行反思(同情的了解和批判

的認識)，是繼承兩代新儒家反本開新的思路，而不是否識他們為儒

家的現代轉化所做出的貢獻。正因為他們向西方學習和向現代邁進

的努力，才為儒家傳統創造了了解和批判西方現代性的條件。……

我推進這一研究計劃的努力共有三個各自獨立而又相互關聯的步驟，

可同時進行也可循序漸進。」即：「一、對中國明清之交的思想界和西

方 18 廿紀的思想界做一『深厚的描述』」，「二、從五四以來啟蒙心態

在中國形成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如科學主義的形成及其對文化中國

現代化的影響」，「三、儒學的創新，這一議題不僅是回顧也是前瞻」。 

全書除〈前言〉、〈跋〉外，收錄七個單元，各單元名稱如下： 

第一單元「討論的話題」，分：1.啟蒙與中國思想；2 現代性的

價值導向；3.現代社會的制度安排；4.文明的可比性問題；5.多元主

義與相對主義；6.哲學與生活之道。 

第二單元「現代人的意義追求」，分：1.人總是追求意義的；2.

經濟人或理性人；3.西方的慈善事業；4 現代企業家和現代企業；5.

尊重他人的自主性；6.思想精英在現代社會的作用；7.當代美國知識

分子與美國夢；8.現代制度與經濟主義；9.公平與效率；10.多元性

與差異性。 

第三單元「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物質主義」，分：1.民主與物

質主義；2.社會不應市場化；3.資本的邏輯；4.民主的多面向和惡質

化；5.現代性的去道德化傾向；6.現代性價值導向的錯誤和危險；7.

宗教與物質主義。 

第四單元「『為己之學』和個人責任」，分：1.仁愛的外推；2.

孔顏之樂；3.儒家的「心術」與禮法；4.第二軸心時代；5.事實與價

值的二分法；6.儒家的根源性智慧。 

第五單元「體知與思想方法」，分：1.儒家的體知；2.反對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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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二分法；3.科學是人與自然的對話；4.儒家之敬畏；5.贊天地之

化育；6.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7.自力與他力。 

第六單元「『天人合一』與儒家的終極關懷」，分：如何理解「天

人合一」；2.「天」與終極實在；3.人文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4.凡

俗的神聖與神聖的凡俗；5.進步主義；6.軸心文明的超越突破；7.自

由主義的進步主義；8.歐洲中心論與美國中心論。 

第七單元「文明進步與進步主義」，分：科學、藝術進步與道德

進步；2.儒家的歷史觀；3.資本主義與道德進步；4.自我道德與公共

道德；5.個人是關係網絡的中心點；6.公與私的相對性；7.經濟增長

並非絕對好；8.不同文明的具體比較；9.「天下」覯念和普世價值 ；

10.涵蓋性、整體性的人文精神。 

 

天與人：儒學走向世界的前瞻，杜維明 范曾對話，杜維明、范曾著，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9 月 

按：周其鳳〈一場睿智的思想對話(代序)〉說：「在人類思想史上，對話

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形式和載體。……思想對話之所以能有如此魅

力，或許是因為它是一種持續的互動，能夠最大限度地彰顯思維的

深度和張力。對話不僅是各方思想的展示和論證，更是在交流和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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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中發現真理、創造思想的過程。」。 

薛曉源〈學人相聚，如坐春風〉的編後記概述：2009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杜維明、范曾兩位先生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

就「天與人--儒學走向世界的前瞻」主題展開三次對話。北京電視

台全程錄影，並在 2010 年 2 月 8 日至 12 日播放；《北京大學學報》

2010 年第 2 期以「本刊特稿」欄目發表杜維明與范曾的首次對話；《學

習時報》以〈范曾與新儒學代表杜維明對話「中國藝術精神」〉為標

題，發表兩位先生對話的精彩片段。 

〈一場睿智的思想對話〉、〈編後記〉外，收錄三次對話，各次

對話及其主題名稱如下： 

第一次對話「『天人合一』的價值追求」，含：1.東西方先哲論

天與人；2.知行合一：關於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評判；3.心學時

代的來臨；4.天理與人欲。收錄六篇的「學術互動」，為：1.樓宇烈

提問：儒學為什麼如此敬天、畏天；2.萬俊人提問：在世俗主義泛

濫的今天，儒學能夠貢獻什麼；3.陳洪提問：天和人的話題和權力

架構的殊異；4.王博提問：關於儒學走向中國的思考；5.周建忠提問：

儒學關於天與人之間關係的現實關照；6.范曾、杜維明先生回答。 

第二次對話「陽明『心學』與儒學的未來」，含：1.王陽明心學

「為己之學」的大願：「人能弘道」；2.儒學走向世界的前瞻。收錄 4

篇的「學術互動」，為：1.陳來提問：陽明先生在生死的考驗與道德

主體覺悟旳關係；2.王春華提問：如何讓中國的儒學走向世界；3.

劉波提問：如何辯析熊十力先生與馬一浮先生的新儒家思想；4.杜

維明、范曾先生回答。 

第三次對話「中國儒學的魅力與影響」，含：1.中國儒學文本之

美；2.儒家氣象的言傳與身教；3.「五四」與中國傳統文化；4.關於

重禮主敬。收錄 5 篇的「學術互動」，為：1.董強提問：儒家對女性

的評價是否妥當；2.夏學鑾提問：儒學能否承擔挽救人類精神頹廢

的使命；3.陳來提問：請范曾先生談談創作這幅孔子像的思想歷程

和內心感受；4.趙均提問：如何辯析儒學西方在核心價值觀的差異

與共同性；5.范曾、杜維明先生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