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朱謙之（1899 ～ 1972）福建福州人，是我國哲學家、哲學史家。他的研究領域很廣泛，涉

及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文學、宗教、文化、音樂等方面，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在哲學的研究方面，他既有對西方哲學領域黑格爾、孔德、康德等的研究，也有對中國哲學的

通史性、個案式、史料學等的研究 ﹝ 註 1﹞。張岱年先生曾稱朱謙之是現代著名的哲學史家、哲

學家，認為他對於中國哲學史、東方哲學史有精湛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認為其《中國

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一書價值尤高。但是，學界對朱謙之的哲學思想、中國哲學史、東方哲學

史等的研究還很薄弱，對他在哲學與哲學史方面的貢獻，還沒有進行系統的研究。闡明他對中

國哲學思想的創建、中國哲學史研究、日本哲學史研究、中國哲學對歐洲思想的影響等方面的

學術貢獻，梳理他從五四時期一直到建國以後各時期的思想變遷與真實思想面貌，無疑有重要

的學術意義。

本文從哲學層面整體地考察朱謙之的中國哲學思想的形而上本體論的創建、中國哲學史研

究、日本哲學史研究、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研究，彌補了近現代中國哲學發展史研究中對朱

謙之學術貢獻的重視不夠之不足。

全文共分五個部分。第一章主要全面地考察了朱謙之以哲學史上的思想資源為基礎的哲學

思想的創建──虛無主義思想與唯情哲學思想，指出朱謙之早年思想的軌跡是從提倡虛無主義

思想轉變為唯情哲學思想。這兩個階段的特點是：（1）在方法論上，虛無主義思想是懷疑和否定

一切的邏輯理性推理，是「從有到無」的思路；唯情哲學思想是肯定現有世界和信仰非理性

的「真情」，是在「從無到有」思路基礎上的進一步拓展，不再是簡單地「從無到有」生成論意

義上的理論推演。（2）在本體論上，虛無主義思想追尋到超越現象界的虛無本體，是體用二

分的；唯情哲學思想認為「真情之流」充塞宇宙，並貫徹本體和現象界，是體用合一的。（3）在

政治理想上，虛無主義思想表現為一定程度上對無政府主義的肯定；唯情哲學思想表現為社會

大同的理想，不過兩個階段都是以整體的世界主義的眼光來構建一種普遍性理論。（4）在思

想資源上，除了西方思想影響外，虛無主義思想以道家老莊思想為主要依託；唯情哲學思想以

儒家思想為主要底色。朱謙之早年思想從懷疑到信仰，從否定現實到美化、肯定現實，從

超越的理想性、絕對性回歸經驗層面的現實性，這種轉變是流行進化說「從有到無」轉變為

「從無到有」的思路運用，不過虛無主義是「體用二分」的，而唯情哲學卻是「體用合一」的，

這兩者實際上都是對普遍性本體的形而上追尋和建構。同時，唯情哲學從「真情」的本體論建立，

在近代中國儒學的發展中客觀上發展了儒家的心性論。

第二章主要討論了朱謙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成果。第一節、第二節論述了朱謙之對道家老

子、莊子的研究成果。道家思想對朱謙之的影響貫穿其學術生命數十年，考察其老莊研究概況

對把握其思想主旨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線索。文章肯定了朱謙之《老子校釋》的重要學術價

值，分析了他對老子、莊子哲學研究的特點和價值，指出他的老莊哲學研究與他對自由的思考、

追求真理的思想相關。第三節分析了朱謙之在中國哲學通史上的研究特點，他主要是從「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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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對中國哲學史在封建時代的發展史做了考察。第四節分析了他對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研

究，指出他的研究，實際上是中國哲學史這一領域在現代的開創者之一。

第三章探討了朱謙之對日本哲學史的開創性研究。日本哲學在德川時代吸收了中國哲學的

思想從而有了相當大的發展，因此，朱謙之考察中國哲學對日本思想的影響也是非常重要的。

本章從中國哲學對日本思想的影響方面進行論述，從總體上概括了朱謙之對日本哲學史研究的

概況和特點，指出朱謙之 20 世紀 50 年代的研究代表了其對日本哲學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他的

研究在日本哲學通史和中日哲學比較研究兩個方面比較突出，既對日本的朱子學、日本的古學

和日本的陽明學以及整個日本哲學史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又在日本哲學史的論述中注重中

日哲學家的相互影響和思想比較。他偏重於從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歷史來看待日本的哲學史。

總體上看，應該給予朱謙之的定位是：他開創了中國的日本哲學史學科。他關於日本哲學史的

研究，超越了日本以往的研究，用全新的視野開創了中國的日本哲學史學科。

第四章考察了朱謙之探討中國哲學對歐洲思想的影響概況。中國哲學不僅影響日本，在西

方近代也曾給予歐洲思想以一定的影響。朱謙之在國內的這一領域的研究是比較早的，他從哲

學層面對中國哲學影響歐洲的具體情況做了考察。他通過對 16、17、18 世紀中國哲學影響歐洲

的系統闡述，拓展了人們關於中國哲學對外影響的視野，也給予我們新的眼光來估量中國哲學

的普世價值。從他的研究中我們看到，中國哲學影響歐洲的被動性，以及中西文化接觸促進人

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性，這也提醒我們當前要主動加強文化的輸出，加強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

交流，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

結語部分從總體上總結了朱謙之的哲學及哲學史研究的貢獻。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把

握朱謙之的哲學與哲學史研究：

一、朱謙之的哲學與哲學史研究的貢獻是很大的。我們應該重視他的這些研究成果。他的

哲學理論創建是發展中國哲學的有益嘗試。他的《老子校釋》價值很高，老莊哲學的研究也獨

具特色。他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是現代較早地進行專題性研究的富有特色的著作。他的研

究展現了中國哲學對日本和歐洲在特定時期的影響，突出了中國哲學對世界的貢獻以及中國哲

學的普世價值。

二、虛無主義和唯情哲學的理論構建是在本體論層次上的哲學創建。唯情哲學在客觀上對

儒家心性論作了一定的發展。

三、他從中國哲學對日本影響的角度研究了日本哲學史，實際上是這個學科在近現代中國

的開創者。他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對日本哲學史的相關研究及著作，也是中日兩國這一領域研究

成果中最重要的著作，至今還鮮有人能超越。他對日本儒學的研究主要是日本朱子學、日本古

學與日本陽明學的研究。通過他的研究我們看到，日本德川時期受中國原始儒家思想與宋代儒

家思想的影響最大。

四、他關於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研究，實際上也是中國這一領域的開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並且，在國內國外學術界，專門從哲學層次論述這一問題的很少，他的著作最有分量。

註 1：朱謙之的哲學史研究包括西方哲學史研究和中國哲學史研究，西方哲學史的相關研究主要

是關於黑格爾、孔德、康德等的哲學思想研究，限於我的中國哲學史專業，本文對這方面不做研究；

中國哲學史研究包括對中國哲學的通史性、個案式、史料學等的研究，以及中國哲學對日本和歐洲的

影響方面，從整體上看屬於東方哲學史的研究。但是，由於東方哲學史包含中國哲學、印度哲學、日

本哲學、朝鮮哲學、越南哲學、阿拉伯伊斯蘭哲學以及東南亞等國的哲學，同時還涉及各國哲學的相

互影響和比較，因為本文的相關研究主要是從朱謙之的中國哲學及其對日本與歐洲思想的影響方面論

述，不是從整體的東方哲學史角度來研究，所以，本文的題目中以「朱謙之的哲學史研究」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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