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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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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蒙培元     

                   学术简历： 

  蒙培元，男，1938年生，甘肃庄浪人。196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6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

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

学史》杂志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坐教

授。 

主要著作有《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中国心性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心灵超越与境界》、

《情感与理性》、《人与自然》、《蒙培元讲孔子》、《蒙培元讲孟子》、《国学举要?儒卷》（合）、《中国传统

哲学思维方式》（主编）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现在兼职：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中国哲学史》杂志顾问 

山东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友兰学会常务副会长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理事、闽学研究会顾问 

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理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中华孔子学会理事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学术委员 

台湾中华民国易经学会顾问 

获奖情况： 

《朱学的演变和李退溪哲学》（论文）获1989年退溪学国际学术奖； 

《理学的演变》（专著）获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心灵超越与境界》（专著）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从仁的四个层面看普遍伦理的可能性》（论文）获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学术活动： 

教育与研究 

2004年9-12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1学期； 

2005年10月：应邀在四川大学演讲； 

2006年5-6月：应邀在武汉大学讲学1个月；同时应邀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2006年9月-2007年2月：应邀在武夷学院讲学1学期。 



学术会议： 

2005年6月：应邀在陕西师大举办的“中国哲学年会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学术研讨会”上做大会主题发言； 

2005年8月：应邀在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大会主题发

言； 

2008年8月：应邀在山东大学举办的“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大会主题发言； 

2005年9月：应邀在北京大学与维也纳大学合办的“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研讨会”上做大会主题发言； 

2005年10月：应邀在四川师大举办的“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大会主题发言； 

2005年11月：应邀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冯友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大会主题发言； 

2006年6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阐释学国际会议”上做大会主题发言； 

2006年11月：应邀在安徽大学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学术研讨会上做大会主题发言。 

                  蒙培元主要论著目录 

    1938年生,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66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 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 

著作： 字数 

(万) 出版信息 

《理学的演变》 38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5（第一版）；1998.5（再版） 

《理学范畴系统》 39.8 人民出版社,1989.7 

《中国心性论》 34   台湾学生书局,1990.4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 15.3 东方出版社1993.8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主编) 29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8 

《心灵超越与境界》 34   人民出版社,1998.12 

《国学举要•儒卷》(合) 36.1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9 

《情感与理性》 33.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2 

《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 31  人民出版社，2004.8 

《蒙培元讲孔子》 12.9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 

《蒙培元讲孟子》 16.9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文章： 

  

《论王夫之的真理观》 1.3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二辑,山东出版社,1980 

《论罗钦顺的哲学思想》 1.2  《哲学研究》1981年第9期 

《朱之瑜评传》 2.4  《中国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4),齐鲁书社,1982 

《薛 宣哲学思想与程朱理学的演变》 1.2  《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 0.4 《中国哲学年鉴》198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魏晋隋唐哲学若干问题的探讨》 0.3  《中国哲学年鉴》198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佛教研究新成果》 0.2  《中国哲学年鉴》198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情况》 0.4 《中国哲学年鉴》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言意之辨及其意义》 1.1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略论朱熹哲学的理》 1.2 《宋明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论朱熹理学到王阳明心学的演变》 1.2  《哲学研究》1983年第6期 

《王夫之哲学与朱熹理学》 2.1 《中国哲学》第10辑,三联出版社，1983年 

《继续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 0.5  《中国哲学年鉴》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形而上与形而下》 0.6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柳宗元道论简析》 1.1  《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简述理的演变》 1.7 《中国哲学范畴论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 

《论理学形成三阶段》 1.2 《晋阳学刊》1986年第2期 

《从王畿看良知说的演变》 1  《哲学研究》1986年第10期 

《朱学的演变和李退溪哲学》 1.5 《李退溪哲学の历史的位置》,日本东洋书院1986年(中、英、日文) 

《论朱熹哲学范畴体系》 3.3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 

《理学》 0.8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 

《论儒墨两种思维方式》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1期 

《论理学范畴乐及其发展》 1.2 《浙江学刊》1987年第4期 

《论理学范畴系统》 1.5  《哲学研究》1987年第11期 

《浅论中国心性论的特点》 1.5 《孔子研究》1987年第4期 

《理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7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三联书店，1988年 

《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1.2 《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质及困限》 1.5  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10月号 

《朱熹哲学的终极命题—天人合一》 1.3 《朱子学刊》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儒家的人本主义能不能适应现代化》 1  韩国《民族文化论丛》,岭南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1989 

《周易的天人哲学》 1 台湾《中国文化月刊》第116期，1989 

《墨荀心性论的特质及其比较》 1.3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 

《禅宗心性论试析》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3期 

《陆王心性论概说》 1.2  《浙江学刊》1989年第5期 

《略谈儒家关于乐的思想》 2.7 《中国审美意识的探讨》，宝文堂书店，1989年5月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是否有相似之处》 0.1  台湾《国文天地》第48期，1989 

《五四怎样看待儒家？》 0.1 同上 

《从理学范畴系统看儒家思维特征》 1.5 《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 

《科学、民主与传统道德》 0.9  《学术月刊》1989年9月号 

《薛 宣哲学与理性主义》 1.2 《运城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儒家精神哲学及其发展提要》 1.5  台湾《鹅湖》1990年1月号 

《从精神超越到形体享乐》 1.5  《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 

《李退溪关于心的阐释学》 1  台湾《孔孟月刊》1990年2月号 

《李退溪与陈白沙心学思想之比较》（韩文） 2  韩国《退溪学报》第65辑，1990.3 

《〈老子〉や〈易 云〉かりみた中国古代の生命哲学》（日文） 0.5 日本《 咸道》1990年第9号 

《王阳明龙场悟道》 0.5  台湾《国文天地》第66期，1990.11 

《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0.9 《福建论坛》1990年第6期 

《玄学主体思维散论》 1.5  台湾《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8 

《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 1.5 《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 

《评冯友兰的境界说》 1.2  《学术月刊》1991年5月号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の中医に及ぼす影响》（日文） 0.4 日本《 咸汪》第1号，1991.10 

《中国古代两种思维方式的比较》 0.8  台湾《孔孟月刊》1991年4月号 

《庄子の养生学について》 0.4 日本《 咸汪》第2号，1992.3 

《〈易经〉的整体主体思维》 1.2  《学术论丛》1992年第2期 

《怎样理解民族精神》 0.75 《学术月刊》1992年3月号 

《王阳明の九华山の行とその思想发展》 0.5 《王阳明と湛甘泉の旧迹调查》，日本东洋书院，1992.3 



《王阳明の〈天人合一〉の学を论す》 1 同上 

《浅谈范仲淹的易学思想》 0.5 台湾《国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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