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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新知”、简帛文本与古代宇宙生成论、《太一
生水》的宇宙生成模式和天道观、《恒先》的宇宙观及人间观的构造、《凡物流形》“一”的思想构
造及其位置、从“三代宗教”到东周时代的信仰、“灾害”与“政事”和“祭祀”——从《鲁邦大旱
》看孔子的刑德观和祭祀观、《鬼神之明》与东周的“多元鬼神观”、《三德》的自然理法和神意论
——以“天常”、“天礼”和“天神”为中心的考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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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中江，男，1957年10月生，河南汝州人，哲学博士，先后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
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
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致力于中国哲学和思想研究，先后出版有《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1991)、《理性
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1993)、《严复》(1997)、《殷海光评传》(1997)、《道家形而上
学》(2001)、《视域变化中的中国人文和思想世界》(2005)、《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2008)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增补版)》(2010)；译有《论语与算盘》(1996)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2000)；先后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主编有《新哲学》
辑刊(第一至第八辑)、“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已出版两辑13种)、中华孔子学会主办辑刊《中国儒学
》(合作，已出版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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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新知”
第一编 简帛文本与古代宇宙生成论
　第一章 《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模式和天道观
　第二章 《恒先》的宇宙观及人间观的构造
　第三章 《凡物流形》“一”的思想构造及其位置
第二编 从“三代宗教”到东周时代的信仰
　第四章 “灾害”与“政事”和“祭祀”——从《鲁邦大旱》看孔子的刑德观和祭祀观
　第五章 《鬼神之明》与东周的“多元鬼神观”
　第六章 《三德》的自然理法和神意论——以“天常”、“天礼”和“天神”为中心的考察
第三编 心性、美德和境遇
　第七章 《性自命出》的人性模式及人道观——“性”、“情”、“心”和“道”等概念释义
　第八章 “身心合一”之“仁”与儒家德性伦理——郭店竹简“惑”字及儒家“仁爱”思想的构成
　第九章 《穷达以时》与孔子的境遇观和道德自主论
　第十章 简帛《五行》篇的“惠”观念
　第十一章 早期儒家的“慎独论”与“为己之学”及“公共关怀”
第四编 经典、诠释和意义
　第十二章 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
　第十三章 上博《诗传》与儒家《诗》教谱系新知
　第十四章 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论
　第十五章 《老子》的“大器晚成”考证
第五编 共同体生活与公共理性、规范和政治伦理
　第十六章 《唐虞之道》与王权转移中的多重因素
　第十七章 《凡物流形》的“贵君”、“贵心”和“贵一”
　第十八章 黄老学的法哲学原理、公共性和法律共同体理想——为什么是“道”和“法”的统治
　第十九章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秦国的儒家式政治伦理
　第二十章 睡虎地秦简《语书》的“法律”意识
附录一 《凡物流形》的生成和自然思想
附录二 郭店竹简《老子》略说
附录三 《从政》重编校注
附录四 《凡物流形》重编新知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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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太一生水》的“太一”，应该是在《老子》的“一”影响下产生的。
没有老子首先为“一”赋予根源性和统一性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意义，就难以有《太一生水》的“太一
”的“一”。
“太一”是合成词，但“太”与“一”不是并列关系，“太”也不是“一”的因，它是修饰和形容“
一”的。
“太一”的意思是“至一”，或者是“至高无上的一”。
老子之后，“一”本身也在进一步“哲学化”，而且它与“太一”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可以说是“
名异”而“意”多有所合。
②我们习惯上说的希腊哲学家普罗提诺的“太一”，实际上就是一般所说的“one”（希腊语）。
（有关哲学上“太一”与“一”的关系，后再述。
）研究者已经指出，“太一”相当于老子的“道”在宇宙生成中的地位，“太一”的“太”也与老子
的“大”有关系。
“太”字古通“大”，《骈雅训纂五》“释名”释大说：“古人太字多不加点，如太极、太初、大素
、大室、大庙、大学之类。
后人加点，以别大小之大，遂分而为二矣。
”“太”亦通“泰”，《正字通》解释说：“《说文》泰，古文作务，篆文作乐，省作太，并与‘大
’同。
”范哗撰《后汉书》，避家讳改从太。
《集韵》或作“太”、“大”、“泰”，音义通，非与大小之大别也。
”“太”、“大”和“泰”古音义相通，《庄子》中“泰初有无”的“泰”即“太”。
但在意义的起源上，“太”是从“大”而来。
老子称域中有“四大”，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用“大”来描述“道”、“天”、“地
”、“人”等范围和程度的深广；老子还多用“大”来称道一些超越者的“超凡性”，如“大道”、
“大象”、“大器”、“大智”等，特别是它用“大”来描述“道”，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
强为之名日大”（《老子》二十五章）。
在老子那里，不管是正面事物的超凡性，还是反面事物的程度高，老子都用“大”来说明。
“大”就是事物达到最高的限度，这也正符合“大”字的造字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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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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