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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便于广大读者总览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成就，襄助学术界人士的研究工作，我社征得张先生的同意，
出版了这部《张岱年全集》。
本书分八卷，以作品的撰者时间为序，集入了止于1996年4月的张岱年先生的所有专著和文章。
其中第一卷为论文；第二、三、四卷为专著；第五、六、七卷为论文；第八卷收入了序跋、读书札记
、回忆文章。
我们谨以该书的出版，表达对于张岱年先生及所有甘于苦寂和清贫而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界人士的敬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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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号宇同，河北沧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岱年先生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36年写成名著《中国哲学大纲》。
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78年起张岱年先生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
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先生被推为会长。
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
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桃李满天下。
2004年4月24日，张岱年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不幸逝世，享年95岁。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
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
父亲张濂，光绪（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
长兄张崧年（张申府）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
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
1933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滞留北京，闭门著书。
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
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4年至1955年与冯友兰先生共同开讲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1956年至1957年写成《宋元明清
哲学中提纲》。
1957年以言陷入“反右”扩大化的网罗，五年后才恢复教学工作。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又遭受批判。
自1957年至1967年十年间，不能正常地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1979年北大党委宣布1957年张岱年属于错划，恢复了名誉和待遇。
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
法论” 课程。
1982年又开始招收中国哲学中博士研究生，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1978年末，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被推为会长。
1989年改任名誉会长。
198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80年代将授课讲稿整理成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又出版论文集《中
国哲学发微》、《求真集》、《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真与善的探索》、《思想·文化·
道德》；又撰写了专著《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及《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刘鄂培、钱耕森等学友建议编印文集，于是编印《张岱年文集》6卷。
9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建议编印《张岱年全集》，收录1995年以前的论著， 共8卷。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
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
、《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
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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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尝试。
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今后哲
学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
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
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
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
付危机的哲学。
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
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
”1935－1936年，张岱年写成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
，以显出中国哲学的系统条理，其较高的学术品位为学界所公认，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
。
1942－1944年间，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
品德论》等书稿，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
个完整的哲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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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  论文（1931—1953）  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  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  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  破
“唯我论”  “问题”  斯辟诺萨  知识论与客观方法  辩证法与生活  斯辟诺萨与庄子  哲学的前途  颜李
之学——李恕谷逝世二百年纪念  辟“万物一体”  维也纳派的物理主义  辩证法的一贯  谭“理”  中国
知论大要  关于新唯物论  相反与矛盾  论外界的实在  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
　道德之“变”与“常”　中国哲学中之非本体派　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本根”概念之解析　
爱智　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　逻辑解析　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　中国思想源流　辩证唯物论的人
生哲学　怀悌黑的教育哲学　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西化与创造——
答沈昌晔先生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　生活理想之四原则　老子补笺　评胡适的新著：《淮南王书
》　《莫斯科对话：关于赤色哲学之讨论》一书的评介　评叶青《哲学问题》及《哲学到何处去》　
评《十批判书》　评《新知言》　文化通诠　孔学平议　⋯⋯第二卷　专著　中国哲学大纲第三卷　
专著　天人五论　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　中国伦理思想发展
规律的初步研究　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第四卷　专著　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第五卷　论文（1977—1984）第六卷　论文（1985
—1989）第七卷　论文（1990—1995）第八卷　杂著　一、序跋　二、丛谈　　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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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斯辟诺萨二十二岁时，父亲去世。
从此，他过着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他的思想日益与世不同。
由于他对正统犹太教不曾陈述过热烈的信仰，又不到犹太教堂去作礼拜，因而渐渐地有人怀疑他。
他的两个旧同学又假意和他要好，探询他的意见，抓着一点证据。
于是他被叫到教堂去，受到公开审判，他不肯屈服，遂被革出教门，市政当局迫令他离开城市。
当时有一个虔诚的正统教信徒，企图在街上用短剑把他刺杀，幸而他避开了。
此时他虽只有二十四岁，但已特立独行，坚卓自信，不为众言所摇动，能够勇敢地同传统迷信搏斗。
    在反动势力的攻击下，斯氏避居于一个小村。
1660年，他迁居于莱茵堡，藉磨擦镜片来维持生活。
他对代嘉德哲学研究益深，而自己的哲学也渐渐地成熟起来。
    1663年，斯氏移居邬儿堡(Voorburg)。
1670年又迁往海牙，仍藉磨镜片维持生活。
他的声望渐著了，已成一个有独特见解的哲学家。
1673年，法兵侵入荷兰，法军统帅弓德亲王(Conde)对代嘉德哲学颇有兴趣，闻斯氏之名，函邀他到军
中讨论哲学。
但当他到军中的时候，弓德已回法国了。
许多荷兰人因见他出入敌军，认为他是个奸细，于是，一些暴徒集合起来，包围了他的住屋。
他以很大的勇气与镇静，说服了暴徒，使他们知道他无罪而散去。
同年，德国的鲁德威西(Ludwig)王子，也因闻他之名，聘请他到海德巴格(Heidelberg)大学任哲学教授
。
他踌躇了好久，终于因恐官方机关有碍于思想的完全自由，而婉词谢绝，仍过他的清苦的磨镜片的生
活，并专心写作他的大著《伦理学》。
    1677年，斯氏因积劳过甚，罹不治的肺病，于2月21日逝世，年才四十有四。
    斯氏终身不娶，过着孤独的清苦的生活。
他为真理而奋斗，青年即被放逐，又两次遭遇危及生命的险境。
但他独立不惧，磨而弥坚，历尽苦辛，以追求至善至乐的圆满生活。
他的人格的崇高、纯洁、坚卓，真令人感动、钦佩！
斯辟诺萨的哲学    神即自然  斯辟诺萨是近代第一个建立一元宇宙论的人。
他认为实在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内部具有密切联系并有一定秩序的整体，这整体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
。
当时，上帝创世说盛行，奈端(Newton)既同意之，代嘉德在日记上也作过一个特别的记录，叙述他对
于三个奇迹的信仰。
即从无有中的创造，自由意志，及人格神。
但斯辟诺萨却摈弃了外在的创世主的观念，否认超自然的神从无有中把世界创造出来的说法。
他以为必须承认实在是一个整个的体系，是自足的，是自己以自己为基础的，并非一方是自然，一方
是超自然的神；而是一个整个的实在世界，既是自然又是神。
实际上，他是把自然抬高到神的地位，把自然叫做神，亦即承认自然是惟一的完全的自足的实在，所
谓超自然者并无存留之余地。
神即自然，是同一个完满的自在体。
    本体，赋性，样法神或自然，斯辟诺萨又名之为本体。
本体由赋性而成，是赋性的总体。
“赋性”有二，一是“扩展”，一是“思想”。
赋性各表现为许多的“样法”。
样法又有无限的、有限的之别，无限的又有直接的、间接的之殊。
斯氏与许多别的哲学家一样，觉得如不假定有一个独立自在、永存无限的实在，便不能解释一般经验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岱年全集（全8册）>>

中的不独立的暂时的有限的事事物物。
因此，他认为必须假定有两种这样的实在，一是自在永存无限的物质力量，即“扩展”；一是自在永
存无限的心意力量。
即“思想”。
这两者是不能相互还原、相互归并的，但叉不可认为是相互分离的，两者实构成一个体系，构成一个
整体。
斯氏把这个整体叫作本体，而把二者叫作赋性。
其实，赋性与本体都是指的独立永存无限的实在，并不如普通的意见认为赋性是属于本体的，是本体
的性质，而  本体是赋性的底基。
在斯氏看来，本体只是赋性的体系，所以他常说“本体或赋性”。
他虽只举了两种赋性，但他以为可能还有别的赋性，不过是人所不知的。
如其有，也是本体的部分。
    本体或神是绝对无限的，赋性在其自类中是无限的。
每一赋性各有许多样法。
物理世界的事事物物都是扩展的样法；一切心及心的经验便是思想的样法。
样法不是赋性的外在产物，只是赋性表现的形态。
本体与赋性亦名能动的自然(或无待的自然)，众样法名为受动的自然(或有待的自然)。
    动与有定  斯辟诺萨很注重宇宙之动的性质。
整个宇宙或本体是一个动的体系，实在是动的不是静的，存在就是活动。
每一赋性依其自己的规律表现出其全系列的事事物物。
一切有限样法也都在发展变动之中。
宇宙历程永无止息。
斯氏又极力主张有定论。
认为世间一切都是有定的．都遵循一定的规律，一切事物的出现都是必然的，世界中无偶然之事。
    知识论，斯辟诺萨分知识为三级，即意见、理性、直觉。
意见是由感觉想象得来的知识，是片断的模糊的，其特点是把事物都看作分离的散漫的，没有察识到
其间的联系。
只有理性才能对事物的联系和规律有所理解。
理性与意见有根本的不同，从对个别事物之观察，是抽绎不出规律的；规律之认识是理性的特殊作用
。
但理性知识也是不完全的，因为太抽象了，对宇宙不能进行通观，只有直觉才达到最高级的知识，达
到对宇宙体系的整体的了解，这比抽象知识更为圆满更为丰富。
此种知识，知者被吸入于对象之中而觉得自己与对象合而为一，不只是从外边观察而是直接觉察到对
象的心脏跳动。
不过，斯氏与神秘家不同，他并不主张完全用直觉代替理性，也不认为直觉与理性完全相异，而认为
直觉是理性之最高成果。
    人生哲学斯辟诺萨本是从人生的问题进行哲学的探讨的，他的根本意向在于发现何为至善及如何达
到至善，所以他的人生哲学是他的思想精粹之所在。
他先对情绪作精密的解析，认为有三种基本情绪，即快乐、欲望、痛苦。
当人与外物接触而受到外物的影响时，人的身体可能起三种变化，即生活力增高，生活力降低，或生
活力无增无减。
身体既起变化，心意同时便有所觉察。
如生活力增高，便觉得快乐；如降低，便觉得痛苦；如不增不降，其所觉斯氏名之日欲望。
斯氏又分情绪为两大类，即受动情绪与主动情绪。
当受到外物的影响而对外物无明晰的认识之时，其所有情绪是受动的，是受物的支配的。
如果一种情绪纯粹由人的本性发出，则虽与外物有关涉，但对外物有明晰的观念，此种情绪是主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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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动情绪有上述的快乐、痛苦、欲望三种；但主动情绪却只有快乐、欲望二者。
没有痛苦的主动情绪，一切痛苦都是受外物支配的结果。
如果一个人的情绪都是受动的，便是作了外物的奴隶，受了情绪的束缚，此种情形，斯氏谓之“人之
羁缚”。
如果达到了脱除受动情绪而只有主动情绪的境界，便是达到了“人之自由”。
对达到此境界的人，斯氏谓之“自由人”。
德行的进展与知识的进展是相联系的。
受动情绪的阶段也即对外物无明晰观念的阶段，而主动情绪的阶段也即理性知识的阶段。
如果对情绪及其产生原因的必然性有明切的了解，则受动情绪就自然消弭了，人便从羁缚中解放出来
。
由理性之知再进，达到直觉之知，便达到了人之圆满境界。
在此境界，便觉得与神合一，与整个自然为一，获得了无上至乐，解脱了一切烦恼。
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个人亦于此得到永生。
但由“人之羁缚”达到“人之自由”，再进而达到人之圆满境界，都须经过极艰辛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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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今年（1996）元月，河北人民出版社派人来谈，建议出版《张岱年全集》，隆情雅意，我非常感
谢！
于是就已出版的“文集”六卷加以调整补充，重新编订，将30年代至40年代所写论文杂著编为第一卷
；《中国哲学大纲》为第二卷；40年代至80年代所写专著为第三卷、第四卷；5O年代至80年代的论文
编为第五卷、第六卷；将1990至1995年所发表的文章为第七卷；多年以来写的序文颇多，有许多序文
不易找到了，而现在找得到的也有几十篇。
这是“文集”六卷所未收的。
近年以来，叉写了些读书札记、文史漫笔式的短文，再加工一些悼念及回忆的文章，合编为第八卷。
我3O年代所发表的旧丈，自己只保存了一部分，其余散见于当时的报亨杂志。
刘鄂培同志到几个图书馆搜求抄录，编为“文集”第一卷，备著勤劳，我至今铭感！
“文集”由清华大学出板社出版，前后六卷。
这次由两位责任编辑重新整理，按时间的顺序重新编排，细心校订，这都是我衷心感谢的！
    自古迄今，名家全集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完全，这是势所必然。
几十年来我所写的，有些不易找到了，不能编入了。
今日我虽已届耄耋之年，而一息尚存，当更有所撰述，今后当另编续卷。
    近十年来，我还主编了几本书，虽由我担任主编并最后定稿，却是由别的同志执笔撰写的，这些书
都不收入本集。
这类著作有：《中华的智慧》（由万立天、程宜山、陈来、刘笑敢执笔）、《中国文化传统简论》（
姜厂辉执笔）、《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程宜山执笔）、《中国唯物论史》（刘鄂培、衷尔拒、  
葛荣晋、羊洛生执笔）。
本集仅将为这些书写的序文或前言收入，读者鉴之。
197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撰《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其中宋元明清哲学大部分章
节以及两汉哲学小邯分章节是由我执笔的。
因其为集体著作，故亦不收入此集。
    我青年时期，正值国难深重，中华民族遭受非常严重的生存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更是野心勃勃、妄
图吞并全中国。
我和当时多数有志青年一样，萌发了爱国的激情，努力谋求救国之道。
又考虑到自己性直才拙，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于是决定走学术救国的道路。
从青年时起，我即对哲学深感兴趣，阅读了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和一些西方哲学著作，常常思考一些关
于宇宙人生的理论问题，常至忘寝忘食。
30年代之初，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有些自己的见解，本拟撰写一本中国哲学史，这时冯友兰先生的巨著
《中国哲学史》出版了，内容渊博精深。
我读了很钦佩，于是放弃了撰写以人物为纲的哲学史的计划，而变更体裁，另写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
国哲学史。
1935至1937年以两年之力写成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内容展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体系
，注重阐明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的确切含义，详述了中国哲学的各种理论问题的演变过程。
这部书写成后，承冯友兰先生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但因战事关系未能付印。
1943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先生听说我写了此书，于是邀我到中国大学任教，将书稿印成讲义。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检查旧存纸型，发现了此书，于是在1958年正式刊印。
    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同时，我对哲学理论问题也很感兴趣。
在吾兄申府的指引之下，我阅读了英哲罗素的哲学著作，对罗素所要的分析。
接着，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著作。
深深为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一一当时称为唯物史观)的真理光辉所吸引。
我认为辩证唯物论解决了西方近代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论，正确说明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的
关系，也解决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既肯定物质是本原的，又承认精神对于物质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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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以
及超人哲学等作了比较，肯定辩证唯物论高于现代其他各派哲学，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
学；同时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要宣扬辩证唯物论，也应继承、发扬中国固有的唯物论与辩证
法思想的优良传统。
1933年我著文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
哲学。
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
或新墨学的彤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
”(1934年1月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1 936年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
》(载1936年5月《国闻周报》)，主张将辩证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优良传
统结合起来。
    30年代至40年代之初，熊十力先生著《新唯识论》，冯友兰先生著《新理学》，金岳霖先生著《论
道》，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我读7这些著作，深佩诸先生好学深思、各成一家之言，亦想提出自己对哲学问题之所见。
于是于1942至1944年间，将平日致思所得整理成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及《品
德论》等论稿。
《哲学思维论》论述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律与形式逻辑思维三定律的关系。
《知实论》从分析感觉经验推证客观世界的实在性。
《事理论》对“理在事中”的唯物观点作详细的论证。
《品德论》提出兼重充实生命力与提高道德自觉的人生观。
这些论稿，直抒胸臆，驰骋独立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未免简略，不过是初步的探索而已
。
惜乎50年代以后，专门从事于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后来又遭值困厄，对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了
。
(这些论稿迟至1988年以《真与善的探索》为题刊印出来。
)但是我信持唯物论、赞同辩证法的基本态度是始终不变的。
    从30年代初，我对文化问题也很感兴趣，强调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文化问题，我坚决反对全
盘西化论，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
我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
我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是落后了，必须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进成就，但是也必须正确理解中国文
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内在基础。
我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屹立于东方，必有其延续不绝的民族精神。
我提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传》的两句话来表述，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
所谓“自强不息”即是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的精神；所谓“厚德载物”即是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的
精神。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
这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
    以上略述平生志业，聊供读者参考。
再一次对河北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谢意!                                                                   199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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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当代德高望重的哲学大师。
他一生淡泊明志，辛勤耕耘在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他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传承，为哲学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为中国未来的文化、哲学的发展，做
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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