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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
上海宝山人,著名政治活动家,现代新儒家之早期代表人物。  

  张氏天资聪颖,学贯中西。少年时即打下良好国学基础,青年时期又得以留学日
本、德国,精通英、法、德、日等多国语言。尤其是师从德国奥肯教授研修人生哲
学,发现奥肯学说与孔子学 说多有暗合之处:“孔子之所谓诚,即奥氏所谓精神生活
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奥氏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奥

肯的哲学思想,对张氏人生观的形成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氏自谓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其实何止是“徘徊”?实在是置身于
学术与政治之中!他曾因发表一篇题名《人生观》的演讲稿,从而引发现代思想史上
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又称“科玄之争”),由此背负上“玄学鬼”的恶
谥。又曾因参与中国首部宪法起草,并又曾奉派出席首届联合国大会,代表中国政府
签署联合国宪章,故又享有“中国宪法之父”的美誉。由此可见,张氏的学术研究与
政治活动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的。观其一生言行,可谓学术与政治并重,诚
如他本人坦言:“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他的学术目标是复兴儒学,
政治目标是建立民主宪政政体。他的论著及译著,主要也集中在哲学、法学、政治
学等方面。平心而论,“致广大”或有之,“尽精微”稍逊之。然而,他在晚年积十
余年之功,潜心以英文著述的《新儒家思想史》,则是一大部头力作,出版后引起国
际学术界的瞩目,成为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儒学之必备经典。  

  上世纪50年代之初,张氏旅居美国后,有感于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儒学的隔膜与误
解,遂发愿撰写一部关于儒家哲学的著作,这便是英文版《新儒家思想史》成书的主
要动因之一。是书中所谓“新儒家”,乃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家而言,系指自唐中叶以
迄清晚期约千年之久的儒学新思潮,而其中以宋明两朝六百年间之儒学思想为重要
亦即通常意义上的宋明儒学复兴期。在这部论著里,张氏的政治哲学思想得以集中
体现。  

  中国文化之精华,无疑是中国哲学。影响文化圈内诸国至深至远者,亦是中国哲
学。千年以降,能与西方文化一争高低的更是中国哲学。张氏身处中西文化激烈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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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的大时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他致意于为中国文化寻找一条新出路,此出
路乃是寄望于中国儒家哲学。欲实现儒学复兴,自然得从儒学内部摄取养料,正如同
新儒家从原儒那里寻绎精神资源一样,藉此方法找出传统儒学裨益于现代社会的元
素来。基于这一体认,他首先肯定儒家道德主义的特点,因为伦理随时代变动不居,
不存在客观标准,而德性却是出自内心,虽历万世恒久不变,道德传统当是文化重建
中不可或缺的一维。他认为要树立民族自信心,就应以儒家精神充盈自我,儒学具有
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等优点。孔子关注人生;孟子倡言民本,且开创出道德理想与心
性路向,宋明儒家更是阐发了孟子思想。因此,在张氏看来,复兴儒学即复兴心性之
学。他总结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从哲学上论证道德主义的合理性,正是希冀从中开
掘出儒家的现代化因素来。  

  张氏本此宗旨,从厘清儒学发展流变入手,比较中西文化异同,衡定儒佛关系。
他通过分析若干重要概念,探讨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指出新儒家在本体论、
宇宙论方面,明显受到佛教体系尤其是禅宗的影响,从而增强了形上学思辨色彩。故
认为儒释融合、援佛入儒这种先例,对现代儒学复兴仍有借鉴意义。因此,他借助西
方哲学方法梳理儒学发展脉络,将中西哲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找到中西哲学
的共通点。尤其是以康德与新儒家作比较,发现康德强调道德意志比理论悟性更具
有优先性,在这点上也就更接近于中国思想。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哲学有用于否,
并不单是表现在理论架构上,而重在如何使德性更完善地落实于人生层面上。张氏
通过分析比较,认为中国哲学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对道德价值的重视。“对中国人
而言,道德价值比逻辑、知识论或任何纯粹抽象知识具有更重要的功用。”二是强
调道、器合一。“凡是形而下的都可以归溯于形而上的;凡是形而上的都应该用这
世界的现象来加以解释。”三是对“心灵的控制”。中国人关注于“内生活”或曰
“心性修养”,以不为物欲及偏狭所蔽。四是注重知行合一。人若有志于道,就应
“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对国家所尽的义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这四
种优长是中国文化重塑的根本。张氏在继承传统、涉猎西学的基础上,以唯心为
本、兼采唯实之长,阐发了自己的新儒家哲学思想。  

  《新儒家思想史》之英文版,于1957年在美国出版上册,1963年刊行下册。书中
要点亦曾译为中文在香港《人生》杂志上陆续刊载。拟将全书翻译成中文,初始系
由程文熙着手进行,1980年译事告竣。以后江日新再对程氏译稿作校订,终于1986年
付台北弘文馆出版社正式出版印行。弘文馆中文版书前刊有张氏后人就中、英文成
书经过以及出版过程所写的简要说明。大陆上自上世纪90年代起出版的各种“新儒
家”著作,对张氏是书多为节选。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儒家思
想史》,是为大陆上出版的相对完整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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