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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共分四大部分：佛学、宋明理学、清初朴学、当时史学界若干专题的探讨。
收录了华山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论文。
包括：《自汉魏至宋初的儒佛道三教关系和道学的形成》、《试说大乘佛教的兴起》、《论张载思想
》、《程朱理学批判》、《论王夫之思想》、《论王廷相思想》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古思想史论集>>

作者简介

华山先生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无锡县张泾桥。
原名华芷荪，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华山。
年少时勤奋好学，酷爱文史。
1923年在家乡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私立无锡中学（今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前身）。
该校高中文理分班，他因酷爱文史进入文科班。
当时学校办有定期校刊，鼓励学生投稿，他用“三草君”为笔名发表多篇诗文。
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文学系，该校聘有胡适等名教授讲课，颇有声誉。
华山于1929年8月北上投考，以优异成绩录取于清华大学经济系。
清华办有著名校刊，他勤于写稿，稿费收入用以维持个人生活。
1933年由清华毕业，受无锡锡光中学聘任历史、外语教师。
1936年应县立女子中学之聘任外语教师。
此时其第一篇论文《魏晋南北朝之经济状况》，在南京出版的《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上发表。
1939年他与同事合办私立正风中学，任教导主任。
目睹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于是潜心研究宋史以寄托爱国之情，并着手写《岳飞传》，历时3年，初
稿虽成，终未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应上海大同大学附中之邀到校演讲，发表对当时时局的看法。
他和吴晗是清华同学，彼此立场观点相同，交谈甚欢，为此遭校方指责，便愤而辞职返乡。
1947年母校私立无锡中学校长得知其此时在家，特地登门邀请他为母校授课，兼任图书馆主任。
两年后苏南解放。
1950年兼任无锡市中学史地教学委员会主任。
1952年参加九三学社，后任市九三学社常委兼宣传部长。
1954年由无锡教育界推荐为市政协委员。
自1955年后开始整理历年来研究宋史的笔记，前后写成多篇论文，分别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
史学版上发表。
1956年7月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
1956年至1966年在山大任教的10年间，华山专注于宋史研究。
先后在《历史研究》、《文史哲》、《史学月刊》、《山大学报文史版》等刊物，发表涉及宋辽时代
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论文40余篇。
同时还编写了宋辽金史讲义约50万字。
1960年以后转向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到1965年发表这方面的论文达20篇。
有些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例如《岳飞的爱国主义不能批判地继承吗？
》一文对当时的极“左”观点进行批驳。
1966年“文革”前夕姚文元之流挑起了所谓“清官”问题的讨论，他明知讲真话会引起麻烦，但还是
写了《为什么要肯定清官、好官》、《肯定与赞扬》两篇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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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佛学　自汉魏至宋初的儒佛道三教关系和道学的形成　试说大乘佛教的兴起　隋唐佛学概
说　法相宗和玄奘的唯识思想批判　华严宗思想批判　禅学小论第二部分  宋明理学　论张载思想　
程朱理学批判　　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第三部分  清初朴学　论王夫之思想　论王廷相思想　论
泰州学派　从陆象山到王阳明　论叶适思想　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社会政治思想　黄梨洲哲学思想
剖析　论顾炎武思想　  （附：沈嘉荣《论顾炎武的爱国思想——与华山、王赓唐两先生商榷》）　
戴东原的反理学思想第四部分  专题探讨　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一些意见　岳飞的爱国主
义不能批判地继承吗？
　从《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观点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农民战争问
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为什么要肯定“清官”、“好官”？
附录　绝句九首　华山先生简历　华山生平年录　编后赘语（王赓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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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汉魏至宋初的儒佛道三教关系和道学的形成　　道学，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学派的名
称，大约酝酿于中唐而完成于北宋中叶。
它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自前期转向后期，在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新形势下所产生出来
的一种为大地主阶级服务的思想意识形态。
同时也是自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思想长期斗争，长期合流的历史产物。
所以我们要谈道学的形成，必须从两方面人手探索：一方面是探索其社会根源，也就是说，探索道学
产生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另一方面是探索其思想源流，也就是说，探索道学形成以前三
教斗争和合流的历史过程。
前者属于经济史的范围，这里只简单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不作具体论证。
本文主要在探讨后一个问题，旨在从三教关系史的角度来说明道学产生的必然趋势。
 　　众所周知，我国中古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这两期的分界线究竟应该划在何处，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但我认为把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作为这两期的分界线是比较适合的。
“安史之乱”虽然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不是什么农民战争，但它的确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再编
制中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
这主要可以从下面几点看出来： 　　首先是均田制度的彻底破坏。
到德宗时期，唐政权被迫承认了这种既成事实。
杨炎两税法的颁布（公元780年）正式宣告了这一制度的死亡。
从此普遍的土地私有制便获得了法律的批准，地主田庄便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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