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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哲学发微》从不同侧面阐述中国古代哲学特有的话题以及这些话题的特有论述方式。
中国古代哲学是一段完整的断代哲学史。
第一个阶段是冀基期，即先秦时期，以“百家争鸣”为基本特征。
第二个阶段是发展期，从西汉到唐末，以“三教并立”为基本特征。
第三个阶段是高峰期，从北宋到清末，以“理学行世”为基本特征。
本书把“话题更新”
落实到有代表性的哲学家身上，以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董仲舒、王充、王
弼、郭象、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戴震等为个案，论述每位哲
学家所采用的特有论述方式。
他们都是有原创力的思考者，都在为中国哲学大厦添砖加瓦。

他们不断地更新哲学话题、丰富着中国哲学的内容。
 《中国古代哲学发微》的作者是宋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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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志明，男，1947年生于吉林市。
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为该校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
现任该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哲学分会委员、哲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委员、哲学院和国学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社会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有《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华儒学源流》、《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熊十力评传》、《
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冯友兰学术思想研究》、《批孔与释孔——儒学的现代走向》、《中国传
统哲学通论》等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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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甲总论篇
一、关注民族性
二、提倡多元化
三、寻求新视角
  (一)哲学与中国哲学
  (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三)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传统
  (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五)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六)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
四、哲学三义与三性
  (一)哲学三义
  (二)哲学三性
  (三)回应质疑
五、中国哲学精神
六、中国哲学基本问题
  (一)回到中国哲学自身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三)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七、中国哲学主要问题
  (一)天人关系问题
  (二)两一关系问题
  (三)知行关系问题
  (四)义利关系问题
八、中国哲学世界观维度
  (一)道：世界的过程性
  (二)体：世界的整体性
  (三)理：世界的确定性
九、中国哲学本体论思路
  (一)本体论问题初探
  (二)本体的超越性：玄学与般若学
  (三)本体的本根性：华严宗与理学
  (四)本体的内在性：禅宗与心学
十、中国哲学关注人生的特色
十一、中国哲学主流价值取向
  (一)求道即求真
  (二)求善与求美
  (三)成圣与合群
十二、中国哲学主流义利观
  (一)义利关系的理论探讨
  (二)内圣外王的操作模式
  (三)义利观的现代转换
乙分期篇
一、奠基期：中国哲学的发端
  (一)哲学产生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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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哲学的起步
  (三)起步阶段的主要话题
二、发展期：三教并立与话题更新
  (一)语境的变迁
  (二)文本的整理
  (三)话题的更新
三、高峰期：宋明理学的新话题
  (一)新的语境
  (二)文本以及讲法的转换
  (三)新的话题
  (四)发展历程与派系分殊
丙奠基期个案篇
一、老子：天道学进路
  话题一：如何以道释物?
  话题二：如何以道看人?
  话题三：如何以道治世?
二、庄子：道的本根性
  话题一：怎样看待道与物同在?
  话题二：怎样看待道对人的价值意义?
  话题三：怎样以道应世?
三、孔子：人道学进路
  话题一：如何从天道学转向人道学?
  话题二：如何从“无知之行”到“有知之行”?
  话题三：人道学的内涵是什么?
  话题四：如何把握中庸之道?
  话题五：理想社会何在?
四、孟子：从人性善到求放心
  话题一：怎样看待人性?
  话题三：人性善的根据是什么?
  话题三：怎样求得人性善?
五、荀子：明于天人之分
  话题一：如何以礼治国?
  话题二：为何施行教化?
  话题三：天人关系怎样?
六、墨子：人天学进路
  话题一：何谓人的本质?
  话题二：如何看待人际关系?
  话题三：人格的担保何在?
  话题四：知识何以可能?
七、韩非：建构治道学
  话题一：如何以理解道?
  话题二：如何看待人与人的现实关系?
  话题三：怎样建构治道学?
丁发展期个案篇
一、董仲舒：“大一统”视野中的天人学
  话题一：如何以天论人?
  话题二：如何以天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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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三：如何制约君权?
二、王充：批判思潮中的天人学
  话题一：天在人上还是在人外?
  话题二：天是自然的还是神秘的?
  话题三：认知的途径何在?
  话题四：福德为何不一致?
三、王弼：名教出于自然
  话题一：名教的根基何在?
  话题二：何为万有的本体?
  话题三：如何把握本体?
四、郭象：名教即自然
  话题一：如何回应有无之辨?
  话题二：本体如何为人所用?
  话题三：如何处理名教与自然关系?
五、中国佛教：创造性诠释
  话题一：怎样理解般若学的理论核心?
  话题二：怎样诠释本体的总体性?
  话题三：怎样悟得佛性?
戊高峰期个案篇
一、周敦颐：儒学的新动向
  话题一：精神安顿是否有儒家模式?
  话题二：何为儒家式精神世界的本体论依据?
  话题三：何为儒家的精神安顿方式?
二、二程：体贴天理
  话题一：礼教的根基何在?
  话题二：如何从天理看人性?
  话题三：如何成就儒者?
三、张载：太虚即气
  话题一：万物真实性的依据何在?
  话题二：如何从气本体论看人性?
  话题三：何谓天人合一?
四、朱熹：理气合论
  话题一：怎样看待理事关系?
  话题二：怎样看待理气关系?
  话题三：怎样看待一多关系?
五、陆九渊：本心即天理
  话题一：理在天上还是在心中?
  话题二：务外还是内省?
六、王阳明：本体工夫合论
  话题一：何为儒学本体论的核心?
  话题二：怎样把知行统一起来?
  话题三：怎样把本体工夫统一起来?
七、王夫之：天下惟器
  话题一：如何摆正道器关系?
  话题二：如何摆正两一关系?
  话题三：如何摆正知行关系?
  话题四：如何摆正理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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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五：如何摆正理势关系?
八、戴震：气化流行
  话题一：何谓形而上?
  话题二：在知识论上天人能否合一?
  话题三：理欲是否可以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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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研究中国哲学必须注意抓住中国哲学的特色，而不能套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
我认为这是张岱年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2005年，学术界曾经热烈地讨论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场讨论的实质其实就是探讨中国
哲学的特色之所在。
我不赞成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提法，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我在《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看法》中提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当然
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不过，我认为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有些偏激。
“合法性”是个政治法律用语，套用在哲学领域似乎不大合适。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为哲学“立法”，当然也就谈不上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的提法缺少弹性，似乎令人只能做出一种选择：要么合法，要么不合法；要么全盘肯定，
要么全盘否定。
二者必选其一，不可兼容，没有回旋的余地。
与其说研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不如说研讨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方式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
，更为确切。
“合法性”是刚性判断，而“合理性”是个柔性判断。
“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是可以并用的，我们承认目前的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着不合理性，但并不否
认也存在着合理性。
尽管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个伪命题，但是这扬讨论并非没有意义。
其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关注中国哲学的特色，跳出套用西方哲学的模式研究中国哲学的误区。
　　在中国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研究者不大看重中国哲学的特色，比较注重哲学的共性。
胡适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研究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
冯友兰认为，哲学根本上是说出一种道理的道理。
金岳霖更趋于极端，认为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的成见”。
在冯友兰看来，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大体上都可以归结为损道、益道、中道三种类型。
益道哲学主张人力胜天行，中国的墨家、西方的黑格尔哲学属于此类；损道哲学主张返回自然，中国
道家哲学、西方的叔本华哲学属于此类；中道哲学主张以人力辅助天行，中国儒家哲学、西方的亚里
士多德哲学属于此类。
贺麟指出，哲学是人类的公共精神的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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