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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易经〉的思维方式》 0.5  《周易研究》1992年第2期 

《老庄哲学思维特征》 1.2 《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 

《李退溪的情感哲学》 0.8  《浙江学刊》1992年第5期 

《范仲淹的哲学与理学的兴起》 0.8 《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从孔子的境界说看儒学的基本精神》 1.4  《中国哲学史》创刊号，1992.11 

《怎样理解传统文化》 0.9 《哲学研究》1993年第1期 

《心灵与境界—朱子哲学再探讨》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1期 

《李退溪的心性哲学》 2.1 《韩国学论文集》第1辑，1992.12 

《论郭象的“玄冥之境”—一种心灵境界》 1.2 《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3.8 

《朱熹的心灵境界说》 1.6 《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编印，

1993.5，台北 

《谈谈“吕氏春秋”的生命观与养生学》 0.65  《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4期 

《论中国传统的情感哲学》 1  《哲学研究》1994年第1期 

《汉末批判思维与人文主义哲学的重建》 1 《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中国的心灵哲学与超越问题》 1.4  《学术论丛》1994年第1期 

《〈吕氏春秋〉に於ける生命观と养生（その一）》  日本《 咸汪》第6号，1994年3月 

《从心灵问题看中西哲学的区别》 0.8  《学术月刊》1994年10月号 

《〈吕氏春秋〉に於ける生命观と养生（その二）》  日本《 咸汪》第7号，1994年10月 

《怀念荣捷先生》 0.1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3期,1994年9月 

《中国的情感哲学及其现代意义》 0.7 《中国智慧透析》，华夏出版社，1995.7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0.4  《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1期 

《谈谈〈儒学与现代化〉》 0.3 《当代韩国》1995年夏季号 

《心灵与境界—兼评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 1.5  《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7 

《儒、道、佛的境界说及其异同》 1.3 《学术论丛》1995年第5期 

《心灵的开放与开放的心灵》 1  《哲学研究》1995年第10期 

《回忆与断想》 0.7 《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12 

《漫谈中国哲学与现代文明》 1  《江淮论坛》1995年第2期 

《道的境界—老子哲学的深层意蕴》 1.4 《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李退溪的心灵境界说及其现代意义》（韩文） 1  韩国《退溪学报》第八十七、八辑，1995.12 

《粟谷人学思想的现代性》（韩文） 0.4 韩国《粟谷公论》1996年第2期 

《自由与自然》 1.4  《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8 

《主体•心灵•境界—我的中国哲学研究》 1 《今日中国哲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7 

《换一个视角看中国文化》 1.4 《亚文》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1 

《中国传统文化的境界观—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蒙培元研究员》 0.3  《大众日报》1997.1.6 

《中国文化与人文精神》 1.7 《孔子研究》1997年第1期 



《冯先生的两个关怀》 0.35 《东方文化》1997年第2期 

《目的与工具》 0.8  《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中国意识与人文思考—蒙培元先生访谈录》 0.8 台湾《中国文化月刊》210号,1997.9 

《良知与自然》 0.9  《哲学研究》1998年第3期 

《中国的德性伦理有没有普遍性》 0.8 《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论自然》 1.2  《道家文化研究》第14辑，三联书店，1998.7 

《儒家哲学关于命的学说》（合） 1.2 《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 

《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与可持续发展》 1.4 《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3期 

《学术创新、学术批评与学者良知》（访谈） 0.5 《中国大学生》1998年9月号 

《刘蕺山的人学思想》 1.4  《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8年 

《中国文化与人类发展》 0.3                        《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3期 

《解悟与超越》（蒙培元答客问） 0.8 台湾《中国文化月刊》219期,1998.6 

《李退溪的心灵哲学》 1  《当代韩国》1998年冬季号 

《人对自然界有没有义务？》 1 《国际儒学研究》第六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2 

《孔子仁学的多角度审视》 0.3  《大众日报》1999年2月20日 

《我的求学生涯》 1 《安身立命之道—为学与为人》，中国致公出版社，1999.5 

《儒家哲学中关于“理”的学说》 1.6  《中国传统哲学新论》，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3，北京 

《儒家论乐》 1.5 《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从孟子的仁民爱物说看儒家生态观》 0.4  《大众日报》1999.8.9. 

《开辟儒学研究的新境界》 0.45 《孔子研究》1999第3期 

《孔子德性学说与天人关系》 0.3 《大众日报》1999.10.6 

《怎样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孔子德性学说说起》 0.5  《鹅湖》1999.9.291期 

《天•地•人—谈易传的生态哲学》 1.2 《周易研究》2000年第一期 

《天人合一论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意义》 0.6 《齐鲁学刊》2000年第一期 

《从孔、孟的德性说看儒家的生态观》 0.6  《新视野》2000年第一期 

《从仁的四个层面看普遍伦理的可能性》 1.2 《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冯友兰—用汉字写作的哲学家》 0.6  《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0年 

《漫谈情感哲学》（上、下）   1.6  《新视野》2001年第1期、第2期 

《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在第四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0.4  《哲学动

态》2001年第2期 

《叶适的德性学说及其批判精神》  0.9 《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  1.5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知识，还是境界？》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大师风范，学者胸怀—写在汤用彤全集出版后》  0.3  《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2期 

《冯友兰的哲学之思》   0.6 《中国图书商报》2001.5.24 

《儒家的德性伦理与现代社会》   0.9 《齐鲁学刊》2001年第4期 

《从粟古的仁学看儒学与现代性的问题》  0.7 《当代韩国》2001.12 

《情感与理性》                                            1.2  《哲学与文化》（台

湾）第二十八卷十一期，2001.11 

《亲近自然——人类生存发展之道》 0.6 《北京社会科学》2002第一期 

《儒学是宗教吗？》 1.2 《孔子研究》2002第2期 

《周易哲学告诉我们的人生道路》 0.2 《中华读书报》2002.4.10（第19版） 

《孔子天人之学的生态意义》 1.2 《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二期 

《如何理解儒学的宗教性》 0.4 《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二期 

《中国情感哲学的现代发展》 1.4 《杭州师院学报》2002年第三期 

《漫谈儒学与家庭伦理》 1.0 《文史哲》2002年第二期 



《（中庸）的“参赞化育论》 1.5 《常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五期 

《张载天人合一说的生态意义》 0.9 《人文杂志》2002年第五期     

《从中西传统人权观念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0.6 《人权》2002年第5期 

《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 1.0 《新视野》2002年第6期 

《中国哲学生态观论纲》 0.6 《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一期 

《人是情感的存在》 1.2 《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二期 

《朱熹哲学生态观》 1.9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三期 

《德性与德治》 0.6 《儒家德治思想探讨》，线装书局，2003.6 

《当代良知论》 1.3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三期 

《存一分“敬畏”之心》 0.4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7.24 

《怎样解读冯友兰的“接着讲”》 0.8 《中州学刊》2003年第四期 

《来源•争论•特性——陆九渊教育思想三论》序 0.5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4 

《反思非典：对自然界存一分敬畏之心》 0.4 《人权》2003年第五期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0.9 《哲学动态》2003年第十期 

《中国哲学生态观的几个问题》 1.0 《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四期 

《人文与自然——孔子智慧的再阐释》 0.5 《寻根》2003年第六期 

《敬畏之心——一个真实的故事》 0.2 《中国青年报》2004.1.18 

《中国学术的特征及发展走向》 1.2 《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一期 

《儒学人文主义的特质》 0.8 《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一期 

《中国哲学应对人类进步有更大贡献》 0.5 《哲学动态》2004年第二期 

《儒学是人类中心主义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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