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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瑜 著

方以智物論研究



提    要

本書在筆者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以系統地建立方以智物論哲學為主旨。本書從「物」

字著眼，透過此一具有根本性和全盤性的觀念，重新理解和審視方以智的哲學思想體系。在傳

統中國哲學話語中，由「物」構成的道物、物理、物我、格物、事物諸範疇敞開了約略相應於

西方哲學中的存有論、宇宙論、主客關係、認識論、實踐論的各個論域。此外尚構成了無法比

擬於西方哲學的獨特論域，如傳統所謂心物關係，即是中國哲學特有的對人與天、人生與宇宙、

人文與科學、思想與存在等問題的一種綜合性表達。

近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的長足發展及其對人文世界造成的挑戰，促進了西方哲學對於物的問

題、人與物的關係問題深入持久的思考。科學理性強勢入侵人之生存領域的方方面面，知識向

著實用技術的轉化增強了人控制、改造物的能力，技術與資本的結合又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飛

速發展。工具理性主導著人對物的認識，物從人之生存境況的意義世界中隕落，淪為滿足人之

需求的手段。重新審視中國歷史上這一前現代觀念與西方自然科學初次發生碰撞的時期，或將

有利於啟發我們對當下和未來的科技與人文意義世界的關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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