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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华孔子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联合主

办的“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今年适逢蒙培元先

生的七十寿辰,“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问题是蒙培元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切的问题,主办方

希借此为蒙培元先生献上一份生日祝福。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大会主题发言主要是围绕着两方面的问题展开的,其一、如何理解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

其二、对蒙培元先生相关研究的学术评价与学术定位。  

  关于如何理解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问题,与会学者大多认为,情感与理性问题的确是儒学

乃至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但在对于该问题的具体理解上,学者们的

看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主要有以下观点:(1)在儒学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该问题的具

体体现有所不同。先秦儒家可以说是“情理合一”的,而宋明儒家就其主流而言则是“重理

轻情”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提出就是这方面的体现。(2)情感在汉唐儒学中基本上是否

定意味的,与欲望有较大的关联。在宋明儒学中情况则有所变化,如理学家多以孟子的“恻隐

之心”谈“仁”。同时,情感之发动又有一个“度”的问题,“理”的作用至此也就凸显出来

了。(3)就儒学的发展历史讲,“情与理”相融以及对于情感的重视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4)“情感”与“理性”相融是一方面,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其具体

表现即“情”与“礼”的矛盾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张力,对于此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儒学的现代

化问题是息息相关的。(5)儒家所说的情感内涵的丰富性,除了一般意义上所强调的道德情感

之外,儒家也同样关注形形色色的生活情感问题。  

  情感问题不仅仅是儒家特别关切的问题,也同样是中国思想中各家各派所普遍关注的问

题,与会学者还分析了中国思想史上不同流派中的情感问题。  

  关于蒙培元先生的学术评价与学术定位问题,有学者指出蒙培元先生的学术研究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宋明理学的研究,蒙培元先生以《理学的演变》与《理学范畴

系统》同张立文先生一起成为中国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宋明理学研究的主要代表。第二阶段

为九十年代的心性论研究,心性论问题是港台新儒家普遍关切的一个问题,而在九十年代与之

相对照的大陆心性论研究方面,蒙培元先生可以说是唯一代表或典范。至于此后的第三阶段,

蒙培元先生此时不仅关切儒学中的情感问题,同时也非常关心中国哲学生态观问题,而且这两

个问题在蒙培元先生的阐述中是有内在关联的,而不是孤立隔绝的。还有学者认为蒙培元先

生从早年的宋明理学研究到后来对于情感与理性、生态观问题的阐释,体现了从一个哲学史

家向一个哲学家角色转变的自觉。而情感问题、生态问题的提出,则是对中西哲学对话中

“以西解中”的传统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摆脱,是中国哲学主体、自我意识提升的进一步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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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学者从蒙培元先生的学术渊源出发,指出蒙先生对情感与理性的探讨与他的老师冯

友兰先生对情感问题的关切是一脉相承的。有人指出“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的新儒学继承

的是宋明理学传统中的“心学”一脉,但却富有很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冯友兰-蒙培元”

一系虽更多地承传了“理学”一脉,更关切的却是情感问题。也有学者指出,蒙培元先生之关

注情感问题,应该说受港台新儒家的影响比较大,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同样把情

感问题置于重要的地位,性体、心体、诚体与道体之间的上下贯通就是这一点的集中体现。  

  会上还有学者对于蒙培元先生的相关研究提出商榷性意见。比如有学者在认同蒙培元先

生以情感问题概括儒学的核心问题、以情感界定人的存在的同时,对于蒙培元先生从哲学的

进路解释儒学表示某种程度的担忧,以为用哲学涵盖儒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一定的偏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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