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期待综合创新 机缘际会共襄圣道——《传统的守望者——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刘军平

著）读后（欧阳祯人）

欧阳祯人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他在哲学研究上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和方法

论贡献，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思维水平和理论高度，是一座伟岸的丰碑！

武汉大学刘军平教授的力作《传统的守望者——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一书，2007年11月已

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当代中国哲

学史研究界的一件盛事。令人十分欣慰、振奋！ 

中国哲学脱胎于中国古代的经学。而中国的经学今、古文之争纠结复杂，义理、考据之歧由

来已久。朱熹之道问学的路向与陆王之学尊德性的诉求，经戴震与章学诚的较量而直接延

伸、渗透到近现代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张岱年先生以“综合创新”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

法，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外独辟蹊径，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的“气论”为基础，涵融中

西文化的精华，多方面吸纳古今中外各种哲学资源，既超越了古代经学今、古文之争与义

理、考据之歧的狭隘，又克服了近现代以来“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的偏执，在多元文

化的激荡中，返本开新，将唯物、理想和解析结合在一起，融合中西哲学之长，为中国哲学

的现代转型、创造一种能够振奋民族精神的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在今天全球经济

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世界各国思想进一步融会的历史时刻，系统研究张岱年先生的哲学

思想，实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突出的现实作用。 

本书作者刘军平教授广泛搜罗有关张岱年先生研究的一切文献资料，编目归类，探幽表微，

钩沉致远，撰写了目前国内最完备的有关张岱年先生研究文献的综述及编目，收集了《张先

生全集》中没有收录的许多文献，全面地反映了该领域的发展和新成果，也为他撰写研究张

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专著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刘军平教授的专著构思严密，行文流畅，

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修改而成，是国内外第一部有关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研究

的博士论文，其开拓性和前沿性十分突出。作者全面地探讨了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把其

放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大背景上加以研究，论证严密，逻辑性强，材料丰富，史论结合，总

的来看，有如下特点： 

第一，定位正确。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弘富而复杂，他在中国哲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建树。

在我国学界，对于张岱年先生的定位见仁见智，有“气论”者，有“综合创新”派，有“新

唯物论”说，有“解析学派”，有“新儒家”，有“清华学派”等不同的提法，这些派属归

类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张岱年先生的哲学观。刘军平教授牢牢地抓住了张先生哲学思想的最

核心部分，将其定位于“传统哲学的守望与创造者”。有了这一适当的定位，其他问题就迎

刃而解。这一定位高屋建瓴，纲举目张，既正确地评价了张先生作为哲人的历史地位，又凸

显其哲学思想的本质特点。 

第二，找到了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真正源头。刘军平教授通过仔细梳理，发掘出其哲学思

想的源头有二，首先是孔子的仁学、老子的道学、《易传》的变易与刚健，其次是张载、王



廷相、王夫之主“动”的谱系，认为二者是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创新源泉。刘军平

教授认为，“综合创新”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因而将张岱年先生的哲学

思想放在整个大传统下予以考察，显发其与传统的渊源。 

第三，注意其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活动跨度时间长，从20世纪横贯21

世纪初，其中有些哲学观点在不断修正，演变，从早期的“天人五论”到后期的著述，有些

观点与早期思想相距甚远，乃至相抵牾，怎样化解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刘军平教授对其发展

变化有其自己独到的阐释。 

第四，把握了张岱年先生价值研究的关键所在。刘军平教授认为，张岱年先生是国内新时期

价值观的开拓者。他从“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及“义利统一”三个方面审视了张岱

年先生关于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联系。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实现人

的价值，强调人是社会生活之本，是中国文化关于人生意义、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的核心所

在，也反衬了中国人生论重视“此岸”而不是“彼岸”的特点；“和谐社会”的诉求是当前

治国方略和最高理念，刘军平对张岱年先生价值观的阐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重视这些传统

资源，也是传统自我转化的需要，这一点确实发前人所未发。 

第五，挖掘了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中关于“中国哲学”自主性的论述。刘军平教授通过反复

阅读张岱年先生的鸿篇巨制，从中提炼出张岱年先生关于哲学自主性的要点：在哲学与中国

哲学的界定上，在中西哲学有无形式上与实质上系统的区别上，在中国哲学的特殊旨趣上，

在哲学概念范畴的创新上，以及在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等。这一研论不仅体现了张岱年先生

完善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自觉意识，也反映了刘军平教授对当下讨论的反思及其前沿意

识。 

 

本专著是在著名中国哲学专家郭齐勇教授直接指导下，经过长期研究而形成的研究成果，所

以，在这部厚重的专著之中，也倾注了郭齐勇老师的哲学智慧和辛勤汗水。同时，刘军平还

问学于萧汉明、李维武、田文军、徐水生、吴根友等教授，得到了大家的悉心指导。2005年

6月，在其论文评审及答辩过程中，他得到了萧萐父、蒙培元、陈来、李宗桂、李翔海、高

新民等校内外专家教授的耐心指导。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们高度评价了其论文，认

为，“张先生去年逝世（指2004年），本论文的选题正当张先生哲学盖棺定论之时，确属前

沿，研究对象与目标十分明确……论文体现了作者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既深入了对张先生

学术思想的认识，又紧密结合了当下的哲学与文化的关怀与讨论，更是有现实意义。”（陈

来）“《张先生哲学思想研究》是在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一篇学位论文。

其重要价值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其一，本论文涉及到的问题堪称是真正深入到了学科前

沿。论文涉及到中西马三方互动的核心议题；其二，本论文对于剖析20世纪中国哲学具有鲜

明的典型性……从作者的写作反映出，作者围绕选题进行了大量有效的阅读，对文献资料的

引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论证有力，推论严谨，对研究对象既有深入的体认，亦有细密而理

性的梳释，体现了作者一定的‘批判意识’，表明作者真正掌握了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

础理论深入的专门知识。”（李翔海）“这篇博士学位论文，问题意识强，注意哲学思考，

重视张先生哲学思想的主体的确定，思路开阔，重点突出，逻辑严谨，材料翔实，论证合

理，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李宗桂）在答辩委员会上，通过无记名投

票，评定为优秀等级。本书正是在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与建议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 



“暮色苍茫,雄鹰展翅。”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是20世纪中外哲学思潮交汇的结晶。张岱

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综合创新”的集大成者、是传统的守望者，更是中华精神当之无

愧的传人。刘军平教授在撰写这部大著的过程中，刻苦研读中西方哲学原著原典，勤奋笃

实，畅游学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由于他能够研读英语原著，

能体察中西哲学的异同与不可通约性，因此他对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和理

论路向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深切体验和洞察。好花绿叶，机缘际会。由刘军平教授来研究张

岱年的哲学思想，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附录： 

《传统的守望者——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张岱年哲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作者通过采用多元客观的研究方法，试图对张

岱年的哲学思想进行全方位、系统的研究，不仅对张岱年的学思历程、学术渊源及主要学术

成就与贡献作了概括，而且阐明了张岱年哲学思想的活水源头，揭示了张岱年的哲学思想在

理论形式、哲学命题上、言说方式上所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本书重点分三章篇幅，既论述

了张岱年对中国哲学的新构想——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对伦理价值的新开拓，又阐发

了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学科的主自性与方法论的反思，从而剖析和挖掘了张岱年哲学思想

的深层意蕴，凸显了张岱年哲学思想的永恒价值和独特的思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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