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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开哲学教材系列：中国哲学史（套装上下册）》是配合“面向21世纪哲学专业课程体系和教
学内容改革”，为哲学系本科生学习中国哲学史而编写的一部教材。
也可以作为其他专业选修或自学中国哲学史的参考书，还可以作为外国留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入门
书。
我们力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新成果和新面貌，从整体上系统地梳理中国哲学的历史
脉络，全面地展现中国历代哲学的丰富内容，尽可能突破旧的思想模式，实事求是地揭示中国哲学史
的普遍价值和民族特色。
　　《南开哲学教材系列：中国哲学史（套装上下册）》共十编，分上、下两卷。
上卷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下卷包括宋元明、明清之际与清代中期和近代、
现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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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说明 导言 第一编中国哲学的萌芽与开端（史前至殷末周初） 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萌芽（史前至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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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三、《周易》古经的阴阳观念 四、《周易》古经的变易观念 五、《周易》古经的吉凶观念 第二节
《尚书洪范》的五行观念与睿思观念 一、《尚书洪范》的时代 二、《尚书洪范》的五行观念 三、《
尚书洪范》的睿思观念 第三节周公的天命、敬德和礼乐观念 一、对传统天命论的改造 二、“敬德”
与“保民”的关系 三、“制礼作乐”中的人文教化观念 第二编中国哲学思想的开拓与哲学学派的形
成 第一章先哲们的思想开拓 第二章老子的道论与道家学派的形成 第三章孔子的仁学与儒家学派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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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哲学 第六章后期墨家的哲学思想与名辩逻辑 第七章《易传》的形上追求与辩证法思想 第八章阴阳
家的宇宙图式与历史观 第九章荀子对儒家哲学的发展 第十章商鞅与韩非的法家哲学 第四编儒家经学
的统治与不同的哲学倾向（两汉时期） 第一章汉初的黄老之学与儒家哲学 第二章《淮南子》的哲学
倾向 第三章董仲舒与今文经学的哲学特点 第四章谶纬的神学特征与宇宙图式 第五章扬雄的“法言”
与“太玄”论 第六章桓谭与古文经学的哲学倾向 第七章王充“疾虚妄”的哲学精神 第八章王符、仲
长统的社会批判与哲学思想 第五编玄学的兴盛与道教、佛教哲学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章
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与“得意忘言”论 第二章阮籍、嵇康的“自然无为”论 第三章裴颁的“崇
有论”与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第四章郭象的“独化”论与“玄冥之境” 第五章葛洪、陶弘景的
道教哲学 第六章佛教的传人与僧肇、慧远的佛教哲学 第七章形神之辨与范缜的《神灭论》 第六编儒
、道、佛三大哲学思潮的消长与互动（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章王通的“三教可一”论与哲学思想 第
二章孔颖达的儒家经学则学 第三章天台宗与唯识宗的佛教哲学 第四章华严宗的佛教哲学 第五章禅宗
的佛教哲学 第六章成玄英与司马承祯的道教哲学 第七章李筌的“盗机”论与军事辩证法 第九章韩愈
、李翱的儒家哲学及其新的趋向 第十章《无能子》与《化书》的哲学思想 第七编宋明新儒学的发展
与不同的哲学派别（宋元明时期） 第一章周敦颐的“太极图”与“立人极，，的哲学思想 第二章邵
雍的“先天图”及象数哲学 第三章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与哲学特点 第四章张载的气本论及其哲学体系 
第五章二程的理本论及其差别 第六章朱熹的理学集大成的哲学体系 第七章陆九渊的心本论及“自存
本心’’的修养方法 第八章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及影响 第九章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 第十章罗钦顺与王廷相的气学本体论 第八编宋明理学的衰落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终结（明清之际至
清代中期） 第一章李贽的“童心”说和反封建精神 第二章刘宗周的心体即性体的哲学思想 第三章黄
宗羲的理气、心性新说及对封建专制的批判 第四章方以智的“通几”与“质测”相统一的哲学 第五
章玗之的理论贡献及其对宋明哲学的总结 第六章颜元重“习行”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戴震的气一元论
和理欲观 第四章方以智的“通几”与“质测”相统一的哲学 第五章玗之的理论贡献及其对宋明哲学
的总结 第六章颜元重“习行”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戴震的气一元论和理欲观 第五章谭嗣同的维新意志
与“仁学”体系 第六章严复的天演之学及其历史作用 第七章梁启超的思想演变与哲学倾向 第八章章
太炎的革命活动与哲学历程 第九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哲学基础 第十编中国现代哲学的不同思潮
与理论创造（1919～1949年） 第一章李大钊的哲学思想 第二章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 第三章梁漱溟
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观 第四章张君劢的哲学思想和科学与玄学论战 第五章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哲学思想 
第六章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张东荪的哲学思想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第八章金岳霖的道论与
知识论 第九章贺麟新心学的哲学思想 第十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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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类历史两个阶段代表了两种社会政治的原则。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
德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
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
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齐俗训》）一个是因任自然的道与德，一个是强调仁义礼智的自觉。
这两种政治原则的对立代表了道家和儒家学派的对立。
《淮南子》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强烈地批判儒家的以仁义礼智为基本原则的社会政治思想。
儒家和道家都认为历史是倒退的，现实社会与上古社会相比是倒退和堕落，但是道家所主张的上古社
会是某种自然原始状态，而儒家所理想的上古社会乃是仁义礼智完备的王道社会。
儒家认为既然上古三代社会是最美好和完备的，因而其社会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以后一切社会发展的
基本原则，所以儒家的社会政治主张是非常简单和明确的。
就是坚持恢复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道德理想，以保守和复古为其特点。
而先秦道家思想则强烈批判社会道德文明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主张回到上古时代的自然和谐的状态。
《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思想还有差别，它继承了汉初黄老学派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反对仁义礼智，
其所理想的上古自然状态的社会依然是有君臣父子等社会道德关系，只是强调必须根据人的自然本性
，根据宇宙大道的原则来治理社会，其自然原则并不是指返回到原始社会，而是指一种完美和谐的状
态。
在坚持自然和尊重道德的前提下，仁义礼智等伦理规范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
《淮南子》所反对的是儒家将仁义礼智原则当做绝对的原则来运用，不懂得仁义礼智的实质，因而败
坏了人的本性，也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所以《淮南子》提出了“本末”概念，强调要根据宇宙大道的本质来运用各种社会政治道德原则，不
可像儒家那样机械地、僵化地将仁义礼智当做绝对的原则而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在《淮南子》看来，“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
也。
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忮；为义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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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开哲学教材系列:中国哲学史(套装共2册)》可以作为其他专业选修或自学中国哲学史的参考书，
还可以作为外国留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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