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天人關係為中國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天道與人道在中國傳統文明類型中又以特有的形態

演進開來，此種特質表現為不做天與人的截然二分，沒有此岸與彼岸的對立，而是以天道通過

人道顯現、人道即是天道、天人合一、即體即用的文化特質展現出來。本項目的研究試圖從文

明起源角度釐清此種天人合一的形態是如何產生的？天道如何下貫到人道？天道與人道是如何

交融相涵的？此種天人觀又如何塑造了整個傳統社會，在現代社會又有何種價值。

我們將圍繞李澤厚先生「巫史傳統論」展開分析，具體來講，本項目為便於將問題研究引

向深入，集中討論三個問題：第一、中國文明傳統的起源及其早期演進，尤其是「理性化進程」

問題；第二、中國文明的特殊演進路向對中國傳統特質的影響與建構，尤其是實用理性、樂感

文化所建構的認知模式及其思維方式建構；第三、面對百年來諸位學人對傳統批判與反省，傳

統文明的出路何在？尤其是基於李澤厚「巫史傳統論」而提出「既現代又中國」的道路可行性

何在？

「巫史傳統論」是理解中國文明起源及其演進的原創性理論與獨特分析框架。天道與人道關

係在中國文明形成中沒有對立超越而是天人一貫、彼此交融。「巫」文化為人類共有，區別只在

演進上，西方由此產生了科學與宗教，而在中國則演變成了歷史理性與禮樂文化，祖先崇拜是

其典型特徵。「巫史傳統」在倫理關係的表現上最為典型的便是「孝悌倫理」的形成，與西方的

孝悌觀相比，區別在於最大的誡命是「愛上帝」還是愛父母。而關於「一個世界」的生成則表

現為「創造生成」和「演化生成」兩種模式。在對「一個世界」的意義尋求上，則表現為「靈

魂復活」與「三不朽」尋求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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