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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搞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
这是其中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的部分，经过补充修订，单独成书，改名为“中国时期启蒙思想史
”。
十九世纪叶以后的部分另改名“中国近代思想史”，尚待改写。
　　作者的这部旧作基本上是一种读书笔记，结构不够谨颜。
写作的年月又正当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好多问题只好以心照不宜的方法来处理，所
以材料虽多，而说明却是简略的。
加以原来的排印，是由一家流亡的小印刷厂承办的，曾经排了两年，才用圭纸本出版，错误百出。
　　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总结。
我的研究还都是在初步的阶段，因而现在这个修订本也一定存在不少的问题，深望能得到研究哲学、
史学的同志们和读者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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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今文学家的兴起　　附论：汉代经今古文学和清代今古文学派　第十七章 龚自珍的思想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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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夫使县舍得私共百里之地，县之人民曾共手姓，县之土地曾共田畴，&hellip;&hellip;县之仓麇曾共
困峁，为子姓贝叮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hellip;&hellip;困峁则必缮之而勿损。
自令，旨之，私也自天子莒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
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千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
，为共私也，为共私，所为天子也。
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
　　炎武在这些话里反对了矗民战争，这确是当时市民反对派的局限，徂他的中心论点在另一方面，
即殿县为一单位，把县令看做家主，县的财产看为一县的私有，县的人民看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从而
发展一县的私产，即能使人民自爱共私产而无（私产为虑。
实在讲来，他的立论的出发点，第一，是针对了封建的&ldquo;经济外强制&rdquo;，人民黼自爱其私
的保障。
这是卖本主义社会财产自由、财产神圣之所（为市民学者首倡的祖由，明末官田庄田；真及横征暴歙
、折银搜括，使得&ldquo;人民逃亡以有田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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