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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
!

萧洪恩

摘
!

要!如何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面对的

问题和努力的方向&曾长期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初即是一个,中国哲学史-

书写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从中国哲学的内部关系层面看$中国少数民

族哲学内容的发掘与呈现$无论是在中国哲学书写的历史尺度还是空间尺度$也无论是中国

哲学的一般形式还是特殊表现等方面$都足以成为开拓中国哲学未来书写模式的强力推动&

关键词!民族哲学+中国哲学+书写方式

0"

世纪末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模式(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

点$而且使各种'中国(牌学术%特别是'史(学模式开始反思学术上的'中国(的范围$除,中

国通史-之类$其'中国(尚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之外$其他诸'史($诸如,中国哲学

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法学史-%,中国伦理学史-33之类$差不多都遇

见了同一问题###虽然都定其名曰'中国($而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
^̂

成长史($没有涵

盖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33于是兴起了传统'中国(书写模式

之外的'中少(模式###,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

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国少数

民族史学研究-%,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少

数民族经济史概论-33这些众多'史(%'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国(字号的学科的确该诉

求名副其实了&其中不少的'史(%'论(对这方面都有明确的认知$如马学良等主编的,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0""!

年*'序(及'导言(中%熊坤新于,民族伦理

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443

年*中%贺金瑞等于,民族伦理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
0""3

年*'绪论(中等都有所论及&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书写,中

国哲学史-的问题$其中如何安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其中如何让,中国哲学史-的'中

国(名副其实的问题&虽然大学哲学系不像'中文系(那样直接有正名的问题$但为'中国

哲学(的正名问题却势头正盛&

一%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

如何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面对的问

题和努力的方向&曾长期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初即是一个,中国哲学史-

书写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

&这里的'中国哲学(既应该从广义与狭义

!

郑家栋!,'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对于相关讨论的期望-$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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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不同的界定$也应该作意义与学科的区别!

$但无论如何都面临着是否名副其实的问题&这一问题

从空间向度上分析$一是在'中西哲学关系(上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西方哲

学($如冯友兰'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

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

&于是即有金岳霖的'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

#

%张岱年的'中国

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

%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即写出区别于欧洲%印度%阿

拉伯%非洲33亦即区别其他任何一国或一系哲学的中国哲学&这种中国哲学既符合哲学的共性或一

般的哲学$其所讲的哲学具有普遍性$包括内容%问题%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中国哲学的

自身特色$有中国哲学的个性$包括观念%范畴%话语系统%特殊问题等+还包括中国哲学史的治史者的学

术背景%民族形式%时代精神%个人风格等方面的个性&二是在'中国各民族内部哲学关系(上写出名副

其实的'中国哲学($即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中反映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内容&从时间向度上$

这一问题就是如何理顺'中国哲学全史(的问题$包括它的萌芽%产生%发展直至近现代的哲学转型$比如

以'中域(

&文化为基本线索的中国哲学的萌芽期明显由于汉史材料等原因而研究不足$虽然近期取得

了长足进展'

+历史上有些历史时段明显研究不够而空白时期不少$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部分(

%隋

唐哲学思想研究中从王通到韩愈而中间差不多留下了两百年空白等+不同的历史地理区间没有完全得

到展现等$应该说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地理时空的拓展问题$而这方面的问题即反映出与中国少数

民族哲学资源的挖掘不够有关&三是在精英%经典与社会大众的一般的%普遍的思想之间出现一定断裂

的情况下写出真正反映整个社会思想状况的实'史($而不只是关注高悬于%深藏于'象牙(塔上)中*的精

英与经典思想$把社会大众的普遍之思引入哲学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比如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中$以口承文化%物态文化%仪典文化及至主体文化如寨老制度等体现的哲学文化之思$就是以普遍的

'民族(文化形式呈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民族(哲学之思$认识一个社会%认识一个民族%认识一段历史$

没有对这种社会一般思想的认知显然是不全面的&正是在上述三种尺度上$中国哲学形成了
0"

世纪的

独特的'学科问题(&自
0"

世纪
3"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0!

世纪以来$学界不断在这两个

方面做着艰苦的探索和巨大努力&其中核心的问题被转换成中国哲学的传统和超越问题或创造性转化

问题或是通向未来之路的问题$并且$各种论文%各种学术会议%各种通史性学术论著等都会随时就此问

题展开讨论&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兴旺$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哲学史学

科建设中的确存在某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诉求即是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

国哲学的丰富性%多元性%完整性$并进而体现出中国哲学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二%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开拓中国哲学史未来之路

毛泽东曾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

足以资于内也&(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观中国哲学史($其意在于说明'观中国哲

学史(离不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

其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起步$如果上溯历史$自然可以上溯到先秦&,庄子.天下-等篇中已强调

当时'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状况的存在$渴望'齐万物(%'齐是非(的一统之道&至司马谈

的,论六家要旨-及以后的各学术史论$也都有自己的一统之道&在
!4!4

年
0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开启了用近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写出专著的先河&但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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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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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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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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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清康熙年间所作,卯峒土司志序-将汉文化区域称为'中域($这应是中国少数民族文人的文化地理概念$本文所用即此义&见张

兴文%周益顺%田紫云%张震!,卯峒土司志校注-$民族出版社
0""!

年$第
0

页&

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0"!"

年&

萧?父!,吹沙集-$巴蜀书社
0""3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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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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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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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还不突出$因而书中反映的只是

以汉族哲学为主体%以朝代更替和汉文正籍诸文献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史&此后的冯友兰%萧公权%范寿

康%钱穆等先辈学者也相沿成习$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若干年$仍是这种现象&纵观这些通史

性中国哲学研究$在体现中国哲学史的'民族成分(问题上$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避而不谈$只讲中国哲学史$阐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方法%目的和意义&在通史性的

著述中$对各主要哲学家进行描述$概述其生平%著作%哲学思想&在对哲学思想的论述中$由于对中国

哲学研究范式选择的差别$虽然论述方式有所不同$如英美哲学影响下的胡适#冯友兰范式$马克思主

义哲学影响下的郭沫若#侯外庐范式$中国哲学研究的'两个对子(范式$

0"

世纪
3"

年代末以来的思想

解放与研究范式转移等&影响特别大的恐怕要算两个对子范式$其特点主要是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

辩证法%形而上学%思想影响及评价等方面进行阐明等$但无论哪种范式$论述的结果都是!表面上是中

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中国的汉族哲学史$最多可以说是'中域(哲学史&这类哲学史著述$在整个中国哲

学史的通史性论述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第二种是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在这里$'中华民族(得以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强调

了民族融合&在强调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的哲学思想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但是$这里只是把'中

华民族(当成是一种方法问题$因而在书写中国哲学史过程中$往往写的仍然只是汉族哲学史$而且在内

容的表述上与第一种类型略同&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在全书绪论第十节讲'阶级观点和民

族观点($在对中国作'中华民族(整体界定以后$讨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问题$最后就主要讲'民

族融合($实际上是用一种'以夏变夷(的指导思想写下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并强调这是整个中

华民族所具有的&因此$从思维方式上说$该书仍没有改变过去忽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倾向&

第三种是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描述中$既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又强调各民族的差异性&但

是$这种民族的差异性并没有展开$有的只是提出了地区差别的问题$如强调老%庄道家哲学$就主要是

受楚文化的影响所至&可是$在其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又没有完全超越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式$如

有的书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但是由哪些民族的哲学构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哲学$其

书并没有阐明清楚&最终结果仍然是可想而知的$即中国哲学史实际上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汉族哲学

史&甚至还可以看到像任继愈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所说'不能说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哲

学(一类的论述$而这也正是直到目前仍然存在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

是$这并不等于说不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中国哲学通史性著述中的应有地位&因此$我们看到$孙

叔平在,中国哲学史稿-中的郑重说明$并希望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同志能予以补足!

&

与上述情形相应的是自
0"

世纪
3"

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哲学研究的推动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得以展开&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由于西方学术细分化%学科化)分科制*研究的再传薪火$即自西方哲

学的学科独立启动中国哲学研究以来$中国哲学经过了冲击%融汇%创新%发展%反思等诸阶段"

$然后发

展至当今中国哲学主体性的阐扬$中国哲学研究已经近于成熟$以至于人们着眼于寻找'通向未来中国

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

#

&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缺失自
0"

世纪

3"

年代末以来也逐渐为人诟病$各少数民族自身则从学科细分化与学科自觉的层面阐扬中国少数民族

哲学&这种哲学自觉表现在成立了中国南北方各自的'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学会($并最终统一

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学会(+表现在自觉按照当时所能被接受的'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并成为一时风气+表现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教学进入了部分民族院校的哲学教

.

!0

.

!

"

#

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4%"

年$序言第
!4

页&

成中英在,反思近现代中国哲学的演化与方向!重写中国哲学史)提纲*-中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百年(包括五个阶段的发展!即危

机%冲击%再觉醒%迂回与开放五个阶段&见景海峰!,拾薪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
0""3

年$

第
!

页&

吴根友!,珞珈中国哲学!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载徐水生!,珞珈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日本文化-丛书序$中华书

局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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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堂$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新动力!

+表现在成就了一大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经典成

果$包括教材%专著%论文%资料选编%论文选辑+表现在进行大量的学术研究组织活动$包括会议%专栏%

网站%报刊%杂志宣传+表现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承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新

开拓"等等&这些自觉的直接成果即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自身建构$一个是内容的建构$一个是学科

的建构$从而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内在动力&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

述中$内容上的建构进展仍然不大$成就仍然不显明$除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

版社
!4%2

年*%部分中国哲学研究的文献综述#

%刘文英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0""0

年*%郭齐勇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4$4

#

0""4

*-等而外$在其他的相关'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论述中

仍然难觅踪影$以致于在有关权威部门主持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虽然曾被列入计

划$但最终还是被取消了&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本身的学科建构$却在不断地获得发展$不仅有了课

程%教材%专业组织%专业课题等方面的'学科(标志$而且有不少少数民族出版了自己民族哲学的研究专

著$并已谋求推动涵盖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项目及相应成果&事实上$中国哲学

中从来不缺少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成分$只是未得到确认而已&

根据目前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角度$人们已从不同层面指向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除我们下

述的直接哲学研究而外$尚有!

!!!'神话哲学(研究&'神话哲学(一词$早在
!4

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即写过,神话哲学与天启哲

学-一书+到
0"

世纪$著名的德国学者卡西尔在,象征形式哲学-中也曾使用'神话哲学(一词$并据以作

为标题$而中国学者以此为题的论文更不在少数$如胡景敏%孙俊华,神话哲学视域中的4庄子5天人论-

)载,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年第
!

期*$胡景敏%孙俊华,4庄子5生命意识的神话哲学解

读-)载,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0""&

年第
0

期*$张蕾,4西厢记5时空方位中反映的神话哲

学-)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

年第
=!

期*$方艳%李俊标,龙蛇之辨与阴阳之

化###说龙在中国神话哲学中的意义-)载,唐都学刊-

0""3

年第
$

期*等&至于著作$则有叶舒宪的,中

国神话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0""1

年*等$可以看出$对于神话$是既有哲学值得研究$也有进行哲学研

究的必要&而这也正是'神话哲学(的双重含义&其中的,中国神话哲学-则大量地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

神话&佟德富,神话宇宙观初探-)载,宗教与民族-

0"!0

年卷*$魏文爽,试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哲学思

想萌芽-)载,孝感教院学报-

!44$

年合刊*$伍雄武,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

!4%3

年第
0

期*等都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哲学研究&

!!!'原始哲学(研究&有学者强调中国少数民族自己的民族哲学应用'原始哲学(来表示&在西方

学术界$曾用'原始哲学(来标明原始人类的思想观念$如卡西尔即认为泰勒承认原始人有'一个相当一

致和合乎理性的原始哲学($原始人也就是'原始哲学家(或'古代野蛮哲学家(

%

+美国学者托马斯.

_#

奥戴也曾强调!'原始的哲学$最简单的思想表现形式$了解世界和解释生与死%命运与自然%神和崇拜的

一系列尝试&(

&在中国学术界$茅盾先生早在
0"

世纪
0"

年代即用'原始哲学(来评论神话思维$认为神

话说明'原始人的思想虽然简单$却喜欢去攻击那些巨大的问题$例如天地缘何开始$人类从何而来$天

地之外有何物$等等&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33便是他们的原始哲学($是'他们的宇宙观($是他们

'原始的哲学('遗形(

'

&到
0"

世纪下半叶和
0!

世纪初$学界更经常使用'原始哲学($如普同金,略论

彝族史诗4梅葛5中的原始哲学观念-)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年第
!

期*一文研

究的是原始哲学+李景江则说神话反映的是原始哲学观$认为$'神话33是原始人对世界本原%人与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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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武教授曾就大学哲学系的建立和哲学教学对中国哲学的推动作用作过具体论述$见,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出现与
0"

世纪上半

叶中国哲学的开展-$载,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人民出版社
0"!0

年+另可见,学术月刊-

0""4

年第
!!

期&

谷方!,评中国哲学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载,哲学研究-

!4%3

年第
!0

期&

李宗桂!,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审视和新世纪的展望)上%下*-$载,学术界-

0""0

年第
!

%

0

期&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译$华夏出版社
0""2

年$第
!$

$

!1

页&

麻天祥!,中国宗教哲学史-$人民出版社
0""&

年$第
43

页&

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
!4%!

年$第
!2

$

3&

页&



萧洪恩!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

然关系%自身作用的认识%思考$是后代科学%哲学%美学的源头&它的哲学观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探讨原始哲学有助于研究神话的性质%特征$也有助于研究哲学史%美学史%文化史%文艺学史&(

!此后

有王晓华,从原始哲学到生存实践哲学!对西方哲学史的重新分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44"

年第
&

期*%,从原始哲学到心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分期###兼论中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史的异同-)载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0

年第
!

期*$蓝鸿恩,壮族原始哲学初探###壮族古代文化

思考之一-)载,民族艺术-

!44$

年第
!

期*$刘文英以'漫长的历史源头(为题新探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

等$周延良,4楚辞.天问5与原始文明###4天问5中的原始哲学内涵考释-)载,中国文化研究-

0""!

年

第
2

期*$任荟,壮族原始哲学思想研究-)载,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0""0

年第
2

期*$张赫名,法

老时代埃及的原始哲学-)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0""1

年*等$如刘文英即说$'神话式的/原始的哲学0

或/宇宙观0$同样是就哲学的萌芽而言(

"

&目前$详细论证应该使用'原始哲学(一词的是晏祥紫的硕

士学位论文#

$他肯定'原始哲学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作为生命智慧的一种表现

形式$它是指少数民族神话史诗和原始信仰所表现出来的原初精神家园和生命智慧$是真正属于少数民

族自己的$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的/民族文化0&原始哲学是/类型0意义上的一种哲学$迄今为止$它一

直都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不过$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主流来看$仍然使用的是'哲

学萌芽(而并不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类型&如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那里$肖万源的

,哲学与原始意识-)载,社会科学辑刊-

!44!

年第
0

期*$佟德富,神话宇宙观初探-)载,宗教与民族-

0"!0

年

卷*$伍雄武的,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载,云

南社会科学-

!4%3

年第
0

期*等$都只说原始宇宙观或哲学萌芽于原始意识中+基本观点是'不是哲学%

学术起源于宗教$宗教又起源于原始宗教$而是哲学%艺术%宗教以及道德%科学都起源于原始意识$从原

始意识中分化出哲学%宗教%艺术以及道德规范%科学知识+原始社会中$可以说既无哲学%艺术$也无宗

教$但也可以说$既有哲学的萌芽%艺术的萌芽$也有宗教%道德%科学的萌芽$这种有和没有的矛盾统一

体就是原始意识(

%

&其实$不管哲学观如何$要把'原始哲学(作为一种类型来加以研究$并无不可&

!!!'艺术哲学(研究&张胜冰%肖青著的,走进民族神秘的世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探究-

)民族出版社
0""$

年*一书$在承认中国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艺术哲学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艺

术哲学与西方艺术哲学的不同表达方式###并非文化精英与文化经典$而是大量的文化事象&该书从

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事象入手$以艺术哲学的视角$力求打破以往艺术哲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探讨和梳

理了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的文化内涵&该书广泛地涉及了西南各少数少数民族的神话%原始歌谣%民

间史诗%宗教乐舞%图腾艺术%造型文化及至当代审美文化等众多领域中的艺术哲学命题$展现出了西南

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此外$朱文华,试析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哲学思想与乐舞艺术-

)载,内蒙古艺术-

0""&

年第
0

期*$周凯模,民族宗教乐舞与神话哲学-)载,民族艺术-

0"""

年第
2

期*等

论文也可归入这方面的研究视角&

当然也有不少直接进行'哲学(研究的$我们的这些例举只是想强调'中国哲学史中不应忽略少数民

族哲学(&其所讨论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主要是学科意义上的&但是$这种学科意义又是基于中国少

数民族哲学的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哲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应与哲学一般相一致$即它必

须是所谓的对'大问题(

&的反思或思考$这些问题是蕴含着意义世界的终极性%人生价值理念与生成境

界$无论是作为宇宙论的本体存在还是'天人之际($也无论是作为人类终极关怀的'性命之源(还是人生

价值的达致路径等等$都是所谓哲学问题$其具体体现为所谓宇宙本源或本体论问题%人类起源与人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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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江!,神话反映的原始哲学观-$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4"

年第
&

期&

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4&

年$第
&2%

页&

晏祥紫!,原始哲学及其主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史诗和原始信仰的考察-$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0""4

年&

伍雄武!,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

!4%3

年第
0

期&

胡适先生在初研究中国哲学时即强调'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若有

人把种种问题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办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参见胡适,中国哲学

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443

年$第
!

%

0

页&美国学者所罗门即以'大问题(为哲学的书名$参见6美7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

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

年&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关系问题%知识获得与目标达成的认识论及价值论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各少数民族来说$都总是体现

出一种文化上的根源性$承载着中国少数民族生成发展的精神信念%核心价值$其哲学的核心精神甚至

直接转化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精神传统&这些问题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都有表述$并因为中国各

少数民族哲学具有其独特的哲学价值而应在中国哲学史著述中得到呈现$因而应该直接成为中国哲学

的丰富内容!

!!!在世界起源与本质问题上&虽然所有哲学都可以承认世界有自己的本源$但是不同的哲学则

有自己不同的本源认知$不同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因而也有自己不同的宇宙本源认知&与此相应$对于

人类起源%社会起源%知识起源%智慧的起源33来说$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看法$并

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这方面的论文如姜国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441

年第
2

期*%田清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哲学审视-)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年第
!

期*%王军,神话与哲学的互渗###从文化神话学的角度看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哲学的关

系-)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44"

年第
2

期*%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载,中央民

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4

年第
1

期*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载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1

年第
$

期*等都可提供这方面的证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

这些哲学探讨$既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共性$又有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而形成的自己的

特殊论说$如中国西南与西北不少少数民族哲学主张的'四素(与'中域(哲学的'五行(%傣族等西南少数

民族人类起源的进化链条及长期沿袭的历史进步论与'中域(哲学中的'皇帝王霸(的倒退历史观%少数

民族宇宙起源上的'云雾(%'混沌(说等与'中域(哲学的'元气(说33正是这些丰富的宇宙本体论说丰

富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本体论的文化宝库&

!!!在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上&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就是人生哲学$并以此区别于其他两系哲

学!

&但若就此而论以比照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则仍然可以作此定论$并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整

个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多元一体(特性&比如佛教%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就强调人的主体性或主

体地位方面呈依次减弱之势$于是在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结合方面就形成了不同的格局+汉传佛教%藏传

佛教%南传佛教等不同的中国化佛教文化体系$形成了'以儒诠经(的回儒%南传佛教中的'儒释($并据此

形成了不同的人生价值意义认知&研究这些内容$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人生问题探索都有独到贡献&

至于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古代神话%史诗中分别显示的不同的人生价值认知$则更是可以丰富中国哲学的

文化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与整个中国哲学或一般的'哲学(相比$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不仅是一般性的

'哲学(存在$而且是非常个性化的'哲学(存在$这些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其话语系统%思维方式等方面$而

且体现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与所反映的思潮上&正是这些方面表现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哲

学的独特哲学价值$成为中国哲学多源多系%多元多思的重要内容&

!!!在哲学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上&苗族的'九卦易经(%'生成哲学(等$显示了苗族哲学的独特性&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潘定淑%雷安平,试析4苗族生成哲学5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载,湘潭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44"

年第
2

期*及,试论4苗族生成哲学5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载,贵州民族研究-

!440

年第
2

期*$雷安平,论苗族生成哲学'三位一体(的宇宙观-)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

年第
2

期*及,论苗族生成哲学'一分为三(的方法论-)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1

年第
0

期*$黄前程,苗族生成哲学的新视野###就一个方法论-)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0""!

年*等给

我们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证明&笔者曾作过,邓小平'两点一心(的辩证思维特色-

"一文$认为'邓小平同

志的辩证思维$很明显的特色是/两点一心0$即思考问题$特别是大局问题$都有/三个方面0$其中一个

.

$0

.

!

"

梁启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哲学可以分为三系$且研究对象有不同!其一是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的哲学$专注重人与神的

关系+其二是希腊及现代欧洲哲学$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其三是中国哲学$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

集之一百三-$中华书局
!4%4

年&

萧洪恩!,邓小平'两点一心(的辩证思维特色-$载,党校教育专题论丛###萧洪恩学术论丛之一.邓小平理论研究-$,党政干部

论坛-杂志社
!44%

年$第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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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萧洪恩!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

方面是中心&(文中列举了邓小平思想的大量事实$分析其思维构成在于'思维内容的构成是三个关系而

不是两个关系(%'思维关系的实质仍然是对立统一(%'思维方法的原则是系统($其主要功能是'稳定

性(%'适应性(%'全面性(等$应该说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这方面还可作更进一步研究$而

苗族的'生成哲学(却正好是'一分为三(&又如中国少数民族的智慧之学$特别是维吾尔族的智慧之学$

像,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词典-%,阿凡提的故事-33以至于出现了为多民族所承认的

像法拉比那样的人类的'第二导师(或称'亚师(&这方面的成果十分丰富$诸如李振中,法拉比哲学思想

简介-)载,回族研究-

0""0

年第
!

期*%李琪,国际学术界研究4福乐智慧5概况-)载,新疆社会科学-

!4%&

年第
$

期*%许秀芳,

!434

年以来国内关于4福乐智慧5研究综述-)载,西域研究-

!44$

年第
!

期*%姚利芬

,4真理的入门5的多元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0"!"

年*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论说&

同类的还有壮族的,传扬诗-%傣族的'德化碑(等&还如土家族哲学的家族文化现象特别明显&作为一

个民族$生活在现今的土家族地区的土家族$自然具有文化上的统一性$但从总体上看$家族化现象是土

家族文化的一大风景$大的如容美田氏%酉阳冉氏%石柱马氏%湘西彭氏33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特

征$其中容美田氏九代十六大诗人$人人有集$形成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文化传承$并形成了自成一家之言

的哲学文化传统&还如彝族哲学的区域化特征特别明显$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之分为不同的区域来进行

阐述$呈现出一个民族从古至今的区域性%多样性发展而又不失去其统一性$反映出彝族总体上的大分

散%大杂居%小聚居存在方式$于是其文化形式与哲学精神也具此特征&,查姆-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彝族

自治州双柏县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部分彝族地区+,梅葛-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大

姚%永仁等县彝区+,阿细的先基-是彝族支系阿细的史诗$主要流传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西

山一带+,勒俄特依-又名,勒俄石博-%,布比特衣-$主要流传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小凉山彝族

地区&,尼苏夺节-流传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元阳等县彝族地区$而且除在彝族口头流传

外$还有毕摩用彝文记载的抄本+,阿赫希尼摩-则主要流传于滇南哀牢山彝族地区33其他还有藏族哲

学%医学等对中华文化作出的独特贡献$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影响&可能由于藏区原来特别适宜于人类居

住$而后来又由于自然地理的抬高而遗失了其地理优势$以至于人类逐渐迁移出去&不过$藏区的人类

古遗却特别丰富$以至于学界直接认为藏区即是人类起源地$'猕猴变人说(似乎能提供人类学证据&这

方面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论述$如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载,农业考古-

0"""

年第
!

期*%张民德,西藏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或源头###兼论西藏史前考古-)载,西藏艺术研究-

!44$

年

第
2

期*等等&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认为汉族在早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生活

在今天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即早期的藏族人民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传说中的炎帝即是姜姓$可能来自青

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远古居民向东迁徙的后代33

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各自有其独特的特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值得我们重视$比如'史

诗(###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出现了中国的'三大史诗($即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和柯尔

克孜族的,玛纳斯之歌-$并代表着中国少数民族的诸多史诗$相比之下$这是中域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宗

教哲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差不多都与宗教相关$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人为宗教$可以说不可胜数+

原始思维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发展$其源头特别丰富$是一个多源头多根系的哲学文化传统$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功用特别巨大&

三%形成涵盖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史新传统

综观以上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著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目前所及的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

研究著述$实际上只是以'汉族哲学(为主题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还没有在这些著述中引起足够的重

视$以至于学生在学习中国哲学史时$在没有'民族自觉(的情况下$和在有'民族自觉(的情况下会有完

全不同的感受&笔者在
2"

多年前初涉中国哲学史时$是在没有'民族自觉(的情形下$当时总的感觉只

是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是没有丝毫逊色的&但后来在有了自己的'民族自觉(以后$再来读中

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就有了另一种感觉!为什么中国哲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哲学史1 对这个问题$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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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请教过一名台湾学者$他除了强调我们对许多'民族(还没有搞清楚$如说台湾就不只一个高山

族$有许多民族是我们还没有认可的外$还强调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但对少数民族哲学为什么

没有进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却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学界还可以进行讨论&不

过由此也可反映出台湾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对待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上与大陆有相似之处&

之所以形成这种状态$笔者以为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受中国哲学治史传统的影响&早在荀子的,劝学篇-中$就提到各民族'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

使之然也(的问题&在,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以后的历代汉史文籍中$基本上都遵循

中国人类共祖原则$然后把'他们(都纳入'汉族系统(%'唐人系统($如楚国$原来就是南蛮系统$后来也

成了正统的'汉人(了&事实上$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哲学史通史性著述$即凡属各民

族融合以后的$即成了汉族和汉族哲学&毫无疑问$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用夏变夷(的情况$

也有'用夷变夏(的情况$虽然前者是主要的$但与此相应的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并不否认各民族文化独

特性的存在$这种独特性应在文化研究中%在哲学研究中得到承认&这种承认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改变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中$在其自身的内容上还只是中国汉族哲学史的这种状况$改变中国少

数民族哲学及其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哲学通史性论述中的长期空白状态$改变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只

把'中国(局限于汉文正史或汉文正籍的状态&因为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形成了中国哲学现在的畸形状

态!中国哲学史只是汉族哲学史$没有包括兄弟民族及其丰富而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史&这与我

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伟大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状是极不相称的(

!

&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哲学的通

史性论著中$应在对各哲学家的评述中加以民族成分的标识$如先秦时期的躴人思想家冠子$显示出

一种从边地出发的综合文化取向$特别是其对'以人为本(思想的系统论述$与先秦'以民为本(思想实际

上构成两大思想系统"

$为秦汉以后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明代的哲学家李贽被认

为是中国走向近代过程中的第一名哲学烈士$他就是一个回族哲学家$他提出的'生知说(和'童心说(

等$就是在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中也是毫不逊色于其他哲学家&其他如白族思想家李元阳%蒙古族思想

家宝巴等$还可以举出一些&即使是近现代哲学家$如艾思奇$学界即认为他是蒙古族哲学家$他们或者

没被写进中国哲学史$或是没有以少数民族哲学家的身份进入中国哲学史著述中&这样的表述$自然会

被认为有利于培养'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但从学术发展%从民族思维的研究与挖掘等方面则自然是十分

不利的&因此$在书写中国哲学通史性论述时$他们的民族身份应该得到确认&

二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特别是一些老先生们$都是留洋的或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他们那时的政

治%经济%文化%学养等方面$都不可能涉及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哲学问题&正如葛兆光所说$那样的中国

哲学史$实际上成了中国的精英哲学史$并进而成了中国汉族的精英哲学史&为此$葛先生提出了一个

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新思路$这就是用中国思想史代替中国哲学史$并且强调要在精英思想史的基础上丰

富一般的思想史$并将自己的方法写成专著$成为他的中国思想史的第一卷&但这样一来$'中国哲学

史(却消失了&可是$'中国的(哲学或'中国底(哲学$并不只是'哲学在中国($因而是不能消除的$用思

想史来消亡中国哲学史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当然$葛先生提出要丰富%修改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是可取

的&我们认为$这种丰富%修改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应从中国少数民族中去寻找$从少

数民族哲学史中去寻找$如王军,神话与哲学的互渗###从文化神话学的角度看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哲

学的关系-)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44"

年第
2

期*$伍雄武,略论少数民族哲学及其意义-)载,云

.

&0

.

!

"

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443

年&

关于'以民为本($可见,晏子春秋.内篇-!'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以民为本也&(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川$民可近$

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汉代贾谊,新书.大政上-!'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

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关于'以人为本(思想$在,冠子.博选-表述为一系列关

系!'君也者$端神明者&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人者$以贤圣为本者也+贤圣者$以博选为本者也+博选者$以五至为本者也&(管

子被认为是最早阐明'以人为本(思想的$如,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权

修-!'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冠子为赵武灵王

)约前
2$"

年#前
041

年*师$而赵武灵王是中国战国中后期赵国君主$死后谥号武灵&而管子是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
33"

#前

$3&

*齐国政治家
"

思想家$在没有新材料发现之前$应被认为是最早阐明'以人为本(思想的思想家&



萧洪恩!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

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

年第
2

期*$姜国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载,云南

教育学院学报-

!441

年第
2

期*$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载,中央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1

年第
$

期*及,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概说-)载,中央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4

年第
1

期*并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推向一个新

的阶段!

$王芳恒,论少数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的应有地位和作用-)王天玺!,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云南教育出版社
0""1

年*$郭海云,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辩证思想初探-)载,西北民族研究-

!4%4

年第
0

期*%,简述中国少数民族认识论思想-)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0

年第
!

期*%,简

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宇宙观-)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2

年第
2

期*%,简述中国

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观-)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

年第
2

期*$丹珠昂奔,时

代%文化%哲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载,民族文学研究-

!4%&

年第
$

期*$邱树森,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在

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上的贡献-)载,社会科学战线-

!4%"

年第
2

期*等等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证

明&其实$早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已广泛引用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献$为中

国少数民族哲学进入中国哲学的正堂提供了证据$反映出形成涵界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史新传

统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是治中国哲学史和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结合融通不够&目前$在中国哲学

史的研究中$对汉族哲学$特别是以'中域(历史发展为轴心而展开的汉族哲学研究$著作的确汗牛充栋&

同样$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诸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

哲学史-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至于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单一

民族哲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哲学的专史研究$则更是十分丰富$目前已有十多个民族有了自

己的哲学专史或相关专著&其他的相关研究论文$那就更多&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因此$'汉族(哲

学研究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这两个方面的成果$应该充分的互补$借以形成一部统一的中国哲学

史&可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不仅在目前的中国哲学史通史性论著中$而且甚至在中国

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中$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当提出中国哲学史还不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时$有的学者还不以为然$因而形成只有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专家学者的单

相思的状况&这种状况即表现在既有传统的多种版本的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又有多种版本的中国

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的论述$就是没有一部综合反映中国各民族哲学发展史的'中国哲学史(论述&应

该说$这种状况是极不利于中国哲学发展的&

但是$这种分裂状况是应极早结束的&前辈学人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强调$刘文英在,中国

哲学史史料学-中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料的引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等大量引用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国哲学的发生等$都表明一种新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正在形成&现在的问题

是如何更进一步地推进这一传统的发展&

四%迎接中华民族哲学史的中国哲学未来创新之路

目前$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现状来看$真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的满园春色&为我们迎接中华民族哲

学史的中国哲学未来创新之路提供了前提条件$表现在!

一是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很有成果&若随意列举$就可以如数家珍般地列出新出版的若干著

作&至于论文等$则更多&根据郭齐勇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4$4C0""4

*-对中国哲学研究
&"

年

的回顾与反思表明$

&"

年可分为两大阶段五小阶段$近
2"

年的各个时段$对哲学人物与哲学问题的研

究即有许多成就$其中传统哲学与当代的关系%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

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构成了中国哲学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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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德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载王天玺!,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云南教育出版社

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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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八大领域+同时还把东亚)中国%越南%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哲学思想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富有

创新性的思路&另外$在多种论文%论著中$在多种学术会议上$专家学者都在思考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

化问题$例如
0""0

年
4

月$就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高级研讨班($都在思考思想解

放与研究范式转移%中国哲学主体性与范式重构等问题&这表明$人们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已经有了科学

理性和主体自觉&

二是打民族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已经成为热潮&如早在
!4%!

年就成立了'中国北方少数民

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

!4%2

年又成立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

!440

年成立

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成了国家级科研课题+在各有关大学开

设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讲座(等&此外$还有一系列研究成果面世&在这方面$又表现在几个层面!第

一是写出了某些民族的哲学通论$如蒙古族哲学%满族哲学%彝族哲学%苗族哲学%白族哲学%土家族哲

学%纳西族哲学%维吾尔族哲学%回族哲学%傣族哲学%壮族哲学%哈尼族哲学等等&第二是就某个民族的

哲学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如各民族的口承文化哲学%仪典文化哲学等&第三是将中国少数民族作为一个

整体$写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通论性著作$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等$目前已形成了
$"

多个民族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全部中国少数民族哲

学的新局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项目将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多学科的视野%方法$总结

最近
2"

年研究的新成果$对中国
11

个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哲学思想为内核

全面展现
11

个少数民族复杂%多样的生活样式%文化特色及精神世界&同时$这项研究还关注各民族之

间的关系$既强调各民族的独特性%多样性$又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性%统一性!

&第四是发表

了大批有关各少数民族哲学方面的论文$如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在这方面$许多杂志发单篇的文章$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已经是经常的$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吉首大学学报等$这

些学报甚至把发表这些文章上升至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高度&第五是出版了一些论文集$如,中

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等等$在一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集$如,论中国哲学史-中即有彝族

哲学研究的文章"

&应该说$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道新的风景&

三是中国哲学分区研究工作的展开$在各地形成特色文化哲学研究态势$如出版面世,楚国哲学

史-%,岭南哲学史-等多种专著及多篇论文$给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带来了生机&这种类型的哲学研究往

往还形成与地方党委%政府结合的情势$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程度&

以上的三种情形都反映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丰富和深化$如果说有遗憾的话$一则是三者各自都有深

化不够的问题$二则是这三者的结合不够&这种结合的基本方向之一就是增加'中国哲学(的民族成分$

使之成为真正的'中国哲学(&因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应当反映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

如果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及其通史性论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现汉族哲学代替论倾向还情有

可原的话$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

跟不上党的民族政策落实的步伐的话$则实在说不过去&即使我们同意有的教材或通史性论述中说的!

不是每一民族都有哲学$如有些原始民族就没有哲学$但我们至少要强调的是$中国有不少的民族是有

哲学的$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加以借鉴和引入&为了实现上述目

标$我们认为有必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提高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地位的认识&这就是要强调$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和汉族哲学一样$

创造发展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维$这些哲学思维理所当然地不应排斥在中国哲学史之外$而应是中国哲

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研究中国哲学思维萌芽时$我们往往因汉史文献的不足而略显单薄$但一

旦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献典籍纳入以后$中国哲学中的这一部分就会异常生动和丰富&又比如$在研

究隋唐哲学时$也往往因材料原因而不很丰富$如果抓住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哲学融通$则自然又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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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洪恩!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

丰富$像刘禹锡在土家族地区生活并受土家族哲学的影响等等即是明证&如果从近现代哲学研究出发$

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更加重要&

二是要促成中国哲学研究的多学科结合&传统的哲学研究$强调文史哲诸学科的结合$这自然是十

分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还不够&中国哲学研究要更进一步地开创新局面$一个重要的方式是促成哲

学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研究的结合$如根据血样的检测$中国的人类样群的规律性

分布已经十分明显&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地域形态的确定和人类样群分布的确定$就可以大致确定历史

上哲学家的民族成分&这二者结合的另一方面就是$在哲学史的撰写中$特别是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

论著中$应该吸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成果&此外$中国哲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

应同考古人类学结合&我们的考古学$过去多只强调有什么$这些东西说明了什么$其科研成果的哲学

运用不够&从哲学研究的角度说$我们应思考的是这是什么人留下的$这些人在思考什么1 也就是说$

在一定程度上要纳入不同民族人类群体哲学思维的研究领域&要通过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一种中国哲学

研究的新的视野&

三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逐步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论述范围上来$如在有的基础

工作还未跟上的情况下$可以把现有的成果加以运用$先在各大学的中国哲学史教学中$开设中国少数

民族哲学的专题讲座$然后在教材建设上以专篇的形式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如果可能的话$由国

家规划性教材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工作要得到有关各方面的协调攻关才能达到&根据目前的

研究成果及实际情况$第一步可以根据中华民族的族系特征来加以描述$将多源头多根系的中国各民族

划分为几大族系$其中汉族系统又可划分为南北等不同区域$体现出汉族哲学文化的特征$郭齐勇曾将

这种哲学的特征概括为'创化日新$生生不已(%'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事实与价值的联结$语言与超语

言的贯通(等等!

$其他学者也都有各自的论释&例如满#通古斯语的各个民族"初始都信仰萨满教$属

原始宗教哲学世界观$这一语系各民族随着南移而逐渐接受中域哲学文化$其中蒙古族虽然中期接受了

藏传佛教$甚至奉为国教$但后来也都接受了中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该系民族中的蒙古族%满族都

曾统治过全国$儒学作为统治哲学自然也被接受$并成为国学$使各该民族哲学实现了跳跃性发展&该

系的其他民族则更多地保留了萨满教文化因素$同时吸收其他文化因素&中国曾经有
!"

个民族几乎全

民信仰伊斯兰教#

$可作为伊斯兰教系统的各民族哲学加以研究$其中特别代表的%且人口较多的是维

吾尔族和回族%哈萨克族等$该系各民族哲学由于多处于或来于古丝绸之路$有利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与

沟通$使该系各民族哲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藏传佛教%系统各民族哲学$以藏族哲学为代表$其佛

教哲学独具特色&中国南方各少数民族也可分为几大系属$特别是西南形成了南传佛教文化圈%氐羌民

族系统文化圈&等$也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各民族哲学33总之$先划分族系$将各民族哲学作概括性

的叙述$然后逐渐丰富完善$形成中国系的中华民族哲学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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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通古斯族是发源于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共同体$现在属于这个语族的包括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

克族及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都是赫哲人$即原女真人的一支*%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雅库特人)都是原女真人*等&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有十个$他们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

安族%塔塔尔族&

藏传佛教$由中国西藏北上南下$逐渐传入蒙古%苏联%不丹%尼泊尔%锡金和北印度&北传佛教俗称大乘佛教$其中的一支以中国

中原汉传佛教为主体$还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及近代传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佛教+另一支为南传佛教又称南传上

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主要分布在亚洲南部$包括斯里兰卡%缅甸%傣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的傣%布朗%德昂及阿昌%佤等民

族的佛教在内&在中国云南省傣%布朗%德昂等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南传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很久以来就是作为一种占据

统治地位的精神文化因素存在$以致有这些民族'全民信仰(佛教之说&

一般来说$这一系统包括彝%哈尼%白%纳西%藏%景颇%拉祜%傈僳%普米%怒%阿昌%独龙%基诺等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