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世纪思考哲学问题 
 

自  序 

 

A．学术论文 

 
一、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跨文化对话》2000 年第 4 辑） 
二、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1 年第 1 期） 
       （《论中国先秦解释经典的三种模式》，《中国哲学》2002 年第 4 集） 
三、五四运动与中西古今之争（收入郝斌等主编《五四运动与 20 世纪的中国》2001 年） 
                        （收入《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 
四、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云南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 
五、会通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2004 年） 
       （《走出中西古今之争 会通中西之学》，收入《世界文明的东亚视角》2004 年） 
六、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 

（收入新加坡陈荣照主编的《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2004 年） 
七、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2005 年） 
八、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现代哲学（《中国哲学》2006 年第 3 期） 
九、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中国哲学》2006 年第 7 期） 

（收入牛大勇主编《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2007 年） 
十、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崛起》2006 年第 2 期），《江汉论坛》2009 年第 1 期） 
十一、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现代哲学（《文史哲》2008 年第 2 期） 
十二、寻求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跨文化对话》2009 年第 24 辑） 
十三、“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文汇报》2011 年 11 月 15 日） 
十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2012 年第 4 期） 
十五、儒学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人民论坛》2013 年 7 月 24 日（总 411 期）） 
十六、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十七、论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 

 

B．书序 

 
一、《20 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2002 年） 
二、《文明对话》序（2006 年） 
三、《画说经典》序（2010 年） 
四、《第二次启蒙》序（2010 年） 
五、《中国儒学史》总序（2011 年） 
六、《马一浮全集》序（2012 年） 

 

 1



C．学术访谈 
 

一、《汤一介：在传统与现代化间踏出哲学道路》（2003 年） 
二、《功在千秋，利在当代――访著名学者＜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汤一介＞》（2004 年） 
三、《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前夜的中华民族需要“反本开新”》（2004 年） 
四、《用宽容、明智、理性的学术视角研究宗教――北大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2005 年） 
五、《汤一介先生谈治学门径》（2007 年） 
六、《世事茫茫成烟云 六经责我开生面》（2008 年） 
七、《汤一介：自由是一种创造力》（2009 年） 
八、《汤一介访谈录》（2010 年） 
九、《汤一介：否定普世价值无法建设现代社会》（2011 年） 
十、《汤一介专访：思聘寰宇界·岁砺金玉心》（2012 年） 
十一、《汤一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儒学与马克思主义》（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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