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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
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
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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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2年11月31日，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大学作讲演，北京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成为最高学府
者”，“日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是焉”，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
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
，实一国学问所在，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
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
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蔡兀
培先生长北京大学后，对北大的第一个改革就是要改变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旧
观念，明确“大学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他解聘了一批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教师，推行兼容并包
的办学理念，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中外教师，建立研究所，组织学术社团，举办学术讲
座，创设学术刊物，鼓励教师和学生研究学问。
他还在校行政会议下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大学出版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出版图书，规划出版事务，并
设立独立的出版部，公开出版大学的讲义、学术著作和文献资料。
北大的学风为之一变，很快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
李大钊先生在《本校成立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中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
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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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一介(1927～    )，原籍湖北黄梅。
著名哲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儒藏编纂中心主任、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
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  《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新轴心
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等。
魏晋玄学是我国哲学发展史一个重要阶段，而郭象的哲学思想堪称这一阶段哲学发展的最高点。
本书围绕郭象的哲学思想，分析了魏晋玄学内在发展的逻辑过程，阐释了魏晋玄学中的有、无、体、
用、本、末、一、多、言、意等哲学概念、范畴，尤其研究了郭象以  “言意之辩”为核心的哲学思
想体系。
本书使用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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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论魏晋玄风　一　何谓“魏晋玄学”?  　二  魏晋玄学的产生第二章　研究魏晋玄学的资
料问题第三章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评价问题　一  魏晋玄学的产生　二  魏晋玄学的评价第四章　魏晋
玄学发展的历史(上)　一  正始时期的玄学　二　竹林时期的玄学第五章　魏晋玄学发展的历史(下)　
一  元康时期的玄学　二  东晋时期的玄学　三　唐初重玄学第六章　郭象的生平与著作第七章　郭象
与向秀第八章　郭象与裴颁　一  “有始”与“无始”  　二　“外资”与“独化”  　三　“无为”与
“有为”  　四  “入世”与“超世”  第九章　郭象的《庄子注》与庄周的《庄子》　一　关于“自性
”的问题　二  关于“无为”的问题　三  关于“圣人”的问题　四  关于“无”的问题第十章　郭象的
《庄子注》与《庄子》的旧说第十一章　郭象的哲学方法　一  寄言出意　二　辨名析理　三  否定的
办法第十二章　郭象哲学中的理论问题(上)　一  关于“有”与“无”的问题　二  关于“动”与“静
”的问题　三  关于“知”与“无知”的问题　四  圣人“可学致”与“不可学致”的问题第十三章　
郭象哲学中的理论问题(下)　一　“(命)理”与“自性”　二  “独化”与“相因”  　三  “无待”与
“有待”，“无为”与“有为”　四　“顺性”与“安命”  第十四章　郭象与王弼附录　有关郭象
的生平和著作的资料参考书目第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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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何、王的学说来源于老庄。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附《何晏传》谓：晏“好老庄言”，《世说新语·文学》“何晏为吏部尚
书”条注引《魏氏春秋》：“晏少有异才，善谈易老”，同条引《弼别传》：“好庄老，通辩能言。
”《三国志·魏志·钟会传》：“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
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
”又注引何劭《王弼传》：“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注《易》，
往往有高丽言。
”《老》、《庄》、《易》合称“三玄”。
　　（2）何晏、王弼的思想（立论）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王弼《老子》第四十章注：“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列子·天瑞》张湛注引何晏《道论》谓：“有之为有，恃无以生。
事而为事，由无以成。
”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种种准则都是靠“无”得以形成和维系，所以“无”为“体”。
　　（3）“无”（本体）的作用非常之大（以无为用），它并非因为什么爵位而贵重。
意思是说：它并不是什么人格神（如天帝）那样而贵重，“无”并无意识，它只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和
道理，“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就这点看玄学有反汉学目的论的意义。
　　据各种史科看，何晏、王弼虽好老庄，但在曹爽当政时，由于从汉刚过渡到魏未久，儒学虽衰，
但余势犹存，所以何晏于注《老子》未毕而作《道德论》外，并撰《论语集解》；而王弼于注《老子
》外，又注《易》，并撰《论语释疑》，可见他们也很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
从现存的史科看，何、王虽立论根据《老》、《庄》，重在发挥道家思想，并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
典，但他们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意图也是很明显的，故可谓为“不废名教而任自然
”者也。
　　何晏、王弼虽都是“贵无派”，他们的思想大体相同，但也有若干差异，大概王弼哲学的本体论
意味比何晏对《老子》的阐发更深刻，且对《周易》和《论语》的义解颇多创新。
在这里，我想只对何晏思想作点简单介绍，重点讨论王弼的思想，这样可以使我们更便于抓住魏晋玄
学发展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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