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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是刘绪义同志的博士论文，我是通过评阅这篇论文而认识作
者的。
初读后的印象是：作者有很好的文史功底，对先秦诸子文献相当熟悉，而又没有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史
、思想史教科书的框囿，在人们习焉而不察地按照儒、墨、道、法等各家来梳理先秦思想时，产生了
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来重新厘清中国哲学和文化观念的起源及其实质的强烈的问题意识。
其基本结论是：先秦诸子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统一整体，当时有“儒”而没有儒家，有道论而没有
道家，有名学而没有名家，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六家”或“十家”的学派划分是汉人为研
究先秦诸子思想方便起见而进行的学术分类，并不能真切地反映诸子“蜂起”时的生存境遇和“争鸣
”中的相互关系。
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如果从源头上就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那么必然要影响到对其后世发展轨迹
的清理特别是整体上的规律性认识，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涉及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大问题了。
　　春秋战国时期正值人类思想史上的“轴心时代”，在我国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与
两希文明、印度文明不但可以媲美并且互相辉映。
作者认为，按照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学术文化自然演进的规律，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百家争鸣”实际上
是“百子争鸣”，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和自觉的学派观念。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诸子皆儒”，不过这个“儒”并不是后来所说的儒家，而是一种以“相礼”为
职业的术士，即传授礼乐文化的知识分子。
比如，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君子儒”、“小人儒”、“俗儒”、“贱儒”之类的区分，后来的庄子虽
然名为“道家”，在当时也有称他为“小儒”的。
诸子“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发”，他们从各自的生存处境出发对天下的思考，
虽仅“得一察焉”，但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早期传统，形成一前后承接而又相互联系的思想家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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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从发生学角度门探讨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发生之内在历程的学术专著。
作者认为，只有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才有可能探寻先秦诸子的原貌，厘清中国思想文化之
源与流。
本书紧紧依靠先秦文献特别是考古发掘之简帛文献资料，从思想发展的源头人手，依其自然萌芽、分
化与形成的历史作用力，顺流而下，对其每一个关节都进行了严格的疏通，最后确立起先秦诸子的文
化坐标和本书的结论；通过对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天人、道德、巫史、性命、礼法等宇宙人生的根本
问题进行具体的、详尽的、历史的探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诸子对这些核心命题的基本态度，
而且方便我们理解这些命题的深刻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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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绪义，1971年生，湖南双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先秦哲学、现
代哲学与文化研究、曾国藩研究。
现供职于某高校。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二十一世纪》、《江苏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
曾做客凤凰卫视。
近年来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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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第一章　名与实：先秦诸子研究的逻辑起点　第一节  先秦诸子的文化坐标　第二节  先秦诸子
发生诸说之检讨　第三节　老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定位　第四节  老子与先秦诸子之关系　第五节  老子
思想发生的多维考述第二章　神与天：人的历史坐标及其走向　第一节  图腾崇拜与神灵观念　第二
节  天的想象：从神到天　第三节  天的人文转化：从天命到天道　第四节  天人关系中人的逐渐上升第
三章　巫与史：先秦诸子思维主体的发生演进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神圣化　第二节  神圣世界的世俗
化　第三节  巫术文化与先秦诸子　第四节  从巫史传统到礼乐文化第四章　身与命：先秦诸子对人生
的体认　第一节  自然观念的发生与人的独立　第二节　天人关系的转折与人的理性　第三节  心性关
系的辩证与人性之学　第四节　群己关系的探索与社会伦理第五章　“德”与“道”：先秦诸子道论
的发生学考察（上）　第一节  先秦“德”义原始　第二节  先秦“德”观念的分疏　第三节  诸子“德
”观念的超越　第四节  先秦诸子“德”观念的发生学意义第六章　“德”与“道”：先秦诸子道论
的发生学考察（下）　第一节　先秦“道”义原始　第二节  先秦“道论”的发生　第三节  先秦诸子
“道论”的展开　第四节  先秦诸子“道论”的发生学意义第七章　君子与小人：先秦诸子对礼法的
祛魅　第一节  革命与维新：两种路径的历史选择　第二节  原“礼”：立国与立人的双重结合　第三
节  君子与小人：先秦两种人格的规定　第四节  改制与变法：先秦诸子的两种思想路径第八章　必然
还是偶然：两汉与先秦的对接与嬗变（上）　第一节  《论语》的成书与儒家的成立　第二节  墨子是
先秦“新儒家”　第三节  诸子皆儒：诸子正名第九章　必然还是偶然：两汉与先秦的对接与嬗变（
下）　第一节  “独尊”还是“一统”：两汉“儒家学派”成立的原因　第二节  “和”与“同”：两
汉与先秦对接和嬗变的进路　第三节  “学”与“术”：秦汉之际的分疏与错位结语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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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名与实：先秦诸子研究的逻辑起点　　第一节　先秦诸子的文化坐标　　长期以来，关
于先秦诸子的研究，我们一直陷入一种迷惑与困境中。
我们要么以今天的政治观来解释先秦诸子，要么以西方哲学观来解读某家；要么强调先秦某家的哲学
主张，要么强调某家的政治伦理。
总之，某一家的政治学说与哲学思想究其实只是属于某一种意识形态，某一种思想观念。
我们能够在某一种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中寻索先秦诸子的本原吗？
其结果只能是任由研究者出于各自的目的而各取所需，导致把先秦诸子这样一个整体肢解得支离破碎
，更兼时代之久远，某些史籍或者湮没无迹，或者真假难辨，要恢复先秦诸子的本原面目，其难度可
想而知。
那么，不管先秦诸子的意义有多少人多么推崇和褒扬，却始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揭示。
而既有的研究，往往是端出先秦诸子载之于典籍的册页，甚至求之于地下的发明，做着各自认为一贯
正确的结论或解读。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曾经指出：　　近世治周秦诸子之书者，大抵校勘版本、诠释文字之力为
多，而融会贯通、畅申大义之言甚少。
自清代诸儒下逮并世胜流：作者众矣。
雠对详审，考证精核，使上世遗书諜然已解，其为功固不细。
然余以为此特读书首务耳，而非其终诣也。
夫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
虽各其成一家，不相为谋；然亦有所见大合、殊途而同归者。
后人籀绎其书，但知其异而不见其同，犹不足谓善学也。
　　张先生所言甚是，然知音几希，皆以此为畏途。
　　回归历史，回到当时的历史境域，是我们目前唯一摆脱先秦诸子研究困境的必然选择。
那么，什么是历史？
从根本上来讲，“历史是人的生存之史，历史直指人的生存的整体历程，是人的生存的整体揭示，我
们切不可从某种观念把历史理解偏了，它首先是从人的整体生存内涵上得到规定的。
且进一步言，所谓人的整体生存，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十分具体的存在。
就中国历史而言，它毋宁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间历程中的生存，即，一个民族从古代到现代的历
史区分，我们称其为‘历史的瞬间’。
正是在此历史瞬间的区分中，才有民族的现代生存的到来”。
吴康先生的这种论述，我以为最切近历史的本真含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诸子的发生史，便是要把先秦诸子作为人的生存之史在历史的瞬间中得到整体
揭示。
　　历来谈及“先秦诸子”，就首先遇到一个命名的混乱。
过去讲“先秦诸子”，包含了人的含义，也包含了著述的含义，还包含了作为学派如儒家、道家、墨
家等的含义在内。
而研究者往往同时使用这三个不同含义，造成这三个含义似乎是同质的这样一种错觉。
　　既然明确是“先秦诸子”，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先秦那个特定的历史境域中来。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厘清作为学派的先秦诸子的命名在先秦是不是存在的。
　　这一问题，胡适在凹世纪初期就已有较深入的认识。
在写作《中国古代哲学史》一书时，胡适的立场，就是“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
，以此作为“哲学史的中心问题”。
所以他“不承认古代有什么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称”，也即不承认司马谈的“六家”的分法。
先秦虽然有了“儒”、“墨”这样的概念，但根本不是作为学派而命名的，“儒家”、“墨家”的命
名是汉以后的事。
胡适举例说：“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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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
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
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这都是各家的‘名学’。
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
”这一观点，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被证明是正确的。
　　明确了先秦诸子首先是一个人的概念，其次是一个时间概念，再次是一个著述概念，而不是作为
学派的概念，这样，先秦诸子的完整性就显露出来了。
先秦诸子自始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虽然它是由具体的单个的人组成的一个总称，但只有把他们置于
同一民族历史的生存境域中才成其为先秦诸子。
他们是不可分割的，那种把他们分裂为儒家、道家、墨家等的做法，对于寻索中国古代文化、民族精
神史的本原是一种误导，只能是为了分述的方便才有意义。
　　其次是关于“诸子百家”这个词。
在先秦典籍中，“百家”作为一个词是经常出现的。
比如：　　《荀子?儒效》载：“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
”　　《荀子?解蔽》载：“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
”　　《荀子?正名》载：“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
”　　《荀子?成相》载：“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
”　　《庄子?秋水》载：“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
；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己⋯⋯”　　《庄子?天下》载：“其数
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悲夫，
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　　上述“家”的含义都是指人。
《说文》释“家”曰：家，尻也（即居）。
引申之，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
凡古曰家人者，犹今日人家也。
段玉裁云。
此字乃一大疑案。
家的本义是猪之尻，如同牢为牛之尻，因为猪生子多，故以人聚居处曰家亦有这种子孙繁衍的期望。
因此，《汉书：艺文志》云“凡诸子百八十九家”。
类似的说法还多得很：“凡六艺，一百三家”，“凡《论语》十二家”，“凡《孝经》十一家”，“
凡《春秋》二十三家”，等等。
可知，“家”即人、子的意思。
冯友兰也说过，在中文里，“家”首先是指家庭或住家，它表明是个人的或私人的事情。
大概教师一般在家讲学，才称人为家。
在先秦乃至稍后的“百家”都是泛指诸子，而不是指学派，已是明证。
只要自成一家之言都可以称为“家”，也就是说，每一子就是一家。
至于老、孔、墨无非是当时比较突出的“宗师”。
这些宗师诸子也往往因其突出的主张而获得另一种称呼，如《尹文子》称“大道、名、法、儒、墨”
等。
这就成了后世划分学派的依据。
汉刘向、刘歆父子主持校书，为皇家藏书校勘分类编目，分先秦诸子为“九流”、“十家”，主要采
用的也就是《尹文子》和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的模式。
这种方法，也就是章学诚所称的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需要。
但后世大都误以为是先秦即已形成这样的学派。
　　章太炎谓“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对先秦儒名之本原进行了考证分类：“达名为儒，
儒者，术士也。
”言即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论，包括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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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士都称儒，道家方士也称儒。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者”。
是言懂六艺者都可称为儒，《天官》、《地官》及《吕氏春秋》均有此说。
“私名为儒”，此名起于《七略》。
后世传经者复称儒，即与私名之儒淆乱。
可知，先秦的“儒”并非汉以后所说的“儒家”。
　　下面，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论述先秦诸子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
这是研究先秦诸子的一个中心问题。
　　第一，从学术思想上看，先秦诸子的历史同一性要远远高于他们之间的差异。
　　第二，从文化源头上看，先秦诸子发生的文化源是一致的。
　　第三，从终极旨归上看，先秦诸子的最终目的都是和谐。
　　生存境遇的相似性决定了先秦诸子的历史同一性要远远高于他们之间的差异。
发生学研究尤其离不开对诸子的生存境域做历史考察。
　　先秦诸子如果从老子算起，到秦之统一，时间上虽然贯通数百年，但这段时间无论是春秋还是战
国时期，其社会情形大体相似。
冯友兰先生甚至认为：“战国时代所有之社会情形，大概在春秋时代即已有之。
不过战国时期之社会变化，在性质上比春秋时代深刻，在范围上比春秋时代扩大，战国之于春秋，虽
‘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然实如‘大辂之于椎轮’也。
”诸子的生存境域也基本相似。
老子生活于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孔子生
活于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东迁，社会出现了一次大变革。
这一变革的大背景就是周王室的迅速衰微，后先继起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架空了王室的权力，周
天子沦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一方面，社会动荡为游士阶层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并为他们张扬个性营造了空间；另一方面，大国争
霸造成了社会势力的重组。
为了各自的霸主地位，诸侯王不得不开始重视智力，争先养士、用士。
士的来源在先秦时代本来十分复杂，余英时认为士阶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
层庶民的上升的汇合之所。
　　王官之学散为百家，诸子便理所当然地担当起以道自任的精神，即儒家所说的道统：“士不可以
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他们除了醉心于讲学之外，也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天下一切有公共利害关系的事。
这种关怀超越了个人私利之上。
他们纷纷奔走游说，或依附诸侯，出谋划策，为实现自己的道统或理想而殚精竭虑；或代主人著书立
说，推动自己的学术思想之传播。
《诸子略》最后的总论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
，好恶殊方。
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这一节文字阐述了诸子之兴的时代背景，“皆起于”三字强调了诸子之学是应时势之变、时代之需
要而诞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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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部学术功底扎实，富有探索创新精神，能够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专著。
该论著旨在厘清中国思想文化之源与流，为正确把握民族精神，找准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提供历
史依据。
作者的研究坚持了严格的历史性原则，勇于打破陈说，用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论述证成了先秦诸子是
一个“和而不同”的统一整体，将诸子之学得以发生成立的深层原因归结为人的“文化自觉”。
　　　　——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本书选题极富挑战性、创新性，具有重大的学
术意义和价值。
本书详尽讨论了从上古至先秦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我们民族先民在认识宇宙、自然和自我认识中发生
的认识论的历史进步，集中讨论了由诸子到两汉的思想承继与学术流变，研究中时时注意回应学术界
现有的意见和观点，不回避、不掩饰，饱含热情，始终关注当下的思想文化状况和发展走向，表现出
一个学者的现实情怀。
　　　　——许建中（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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