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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儒学（第7辑）》由中华孔子学会主办，立足于学会，面向海内外，广泛联合儒学研究者
，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学传统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不断激活其内在的精神和独特的价值
，俾之在人类精神生活和文明的重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王中江、李存山主编的《中国儒学(第7辑)》从第三辑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刊出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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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刚刚讨论的问题在他那里都有一个特色。
因为上帝的观念在中国没有出现过，而在西方没有一个哲学家不讨论上帝问题。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是不是讨论上帝的问题，它的宗教性就强；不讨论上帝的问题，宗教性就不强？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从商周慢慢发展下来，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宗教减淡了，然后哲学出现了
。
但是人文是怎么样的人文？
我们往往把人文当做理性主义的出现，那么是不是就是这样？
非常难讲。
到了孔子的时候，就对死、对祭不重视了，就“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曲解。
孔子也讲“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记》里讲了那么多祭祀，那么你说对死、对祖先不重视，是不可能
的。
它的宗教性是相当强的，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
 李锐副教授：学派的问题我再回应一下。
我最近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学派的问题。
研究学派需要区分两种学派。
一种是诸子百家，比如说老子学派、庄子学派。
另一种是六家，像儒家、道家、阴阳家，包括后来的九流十家。
我觉得这里面容易混淆的就是儒家和墨家。
儒家和墨家既是六家里面出现的两家，也是百家学派里面有牵涉的两家。
所以胡适先生说他不承认有什么道家、法家，但他没有说儒、墨。
而冯友兰先生也说先秦就有六家，或者说九流十家。
他的根据也是儒、墨。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两种区分怎么看。
我的看法是，一个是百家学派，需要有学术师承、学术渊源的学派，那么儒家和墨家显然也是可以算
在里面的。
当然儒家还可以细分，墨家也分为三派。
我们还有一种区分，就是从学术宗旨、学术兴趣和学术问题所确定的一个学者群来划分。
这样一个学者群里，可能有师承关系，也可能没有师承关系。
这个就是六家和九流十家的来源。
其中有的是有共同的学术问题、学术兴趣，比如儒、墨是这样，刑名家谈论“白马非马”也是这样。
他们都说“白马非马”，可是我们看到，公孙龙和完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谈六家的时候，是根据他们的学术宗旨或者说学术兴趣来谈的。
所以这两种学派经常把我们搞混淆了。
我觉得，黄老也是这样。
有学术师承渊源的黄老是河上丈人这一批。
而司马迁归纳的也许是有共同兴趣的黄老。
这两种应该区分清楚。
我觉得，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百家的那种学派。
因为不但是中国如此，我们看《名哲言行录》这本书里面，古希腊也是这样。
希腊人区分学派非常注重师承，而不是你自己创造了什么。
那么每个创造都可以创立一个小派。
我们又看佛教，他们讲师承渊源，也是讲究血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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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人来讲同一部经，可是这个不是师承渊源，这只是教法的传授
。
这两者是不同的。
我们应当把两者区分清楚。
而且我们讲先秦的时候，百家最好要重点来讲，而六家和九流十家我们也可以讲。
白先生的书我也是经常看，他在这一点上强调的十分清楚，他做了明确的定义。
比如他讲到宗旨，就是道法结合、兼采百家。
还有您讲从学术脉络来判断黄老帛书的位置，您这个做法确实是避免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讲黄老帛
书时代的时候，经常谈到一个方法，叫做“重文分析法”，就是每一段文字里和它有一个重合的文字
，那么不是一个早，就是另外一个晚。
这样一早一晚的话，确实经常打架，你说早，我说晚。
我觉得，在早晚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两者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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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儒学(第7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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