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熹评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朱熹评传>>

13位ISBN编号：9787544505062

10位ISBN编号：7544505065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长春出版社

作者：张立文

页数：37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熹评传>>

前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图书出版界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出版物，其中
有很多是文化精品。
有许多学术著作，经过读者的广泛传告，吸引了一个庞大的阅读群体，成为当代的学术名著。
因为它们或是中国老一辈学者的毕生心血，或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可恒久流
传的图书。
时间过去一二十年了，这些图书在市面上已经基本见不到了。
在阅读愈益深刻的今天，修订出版一批这样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朱熹评传》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立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
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联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哲学
史家。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其思想成为中国元代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朝鲜李朝和日本江户时期的官学。
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以理气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经济、政治、哲学、自然科学、教育以及美学、伦
理学、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分析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结构，诠释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之所在，肯定
其在中国思想史和朝鲜、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
本书凝聚了作者35年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和成果，是目前国内论述朱熹思想最全面最深刻的著作之
一。
本书在1998年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
很多大学把它作为研究生的教材或必读书。
本书原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社在此基础上，全面进行了修订，开本由原来的32开，变为16开。
我们希望该书的重版，对于文科大学生、文化工作者、哲学爱好者、研究者会大有裨益，它一定会受
到读者的欢迎。
长春出版社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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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熹评传》凝聚了作者35年多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和成果，是目前国内论述朱熹思想最全面
的著作。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其思想成为中国元代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朝鲜李朝和日本江卢时期的官学。
《朱熹评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以理气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经济、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形神、动
静；知行、心性、教育以及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
分析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结构，诠释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之所在，肯定其在中国思想史和朝鲜、日本
思想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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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立文，1935年生，浙江省温州市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
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理事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开创性提
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建构了传统学、新人学、和合学的文化哲学体系。
专著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
战略的构想》（上、下卷）、《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两卷）、《中国近
代新学的展开》、《周易思想研究》、《周易与儒道墨》、《周易帛书今注今译》、《宋明理学研究
》、《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朱熹思想研究》、《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退溪哲学
入门》（朝鲜文）、《李退溪思想研究》、《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戴震》、等。
合著、主编：《中国哲学史讲话》、《道》、《理》、《气》、《心》、《性》、《天》、《退溪书
节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东亚社会》、《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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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自序第一章 由禅返儒，集成理学一、求学参禅为官二、集理学之大成三、名列伪学逆党四、
著作年代考释第二章 重农开源，井田货币一、贫富获取合道二、民生之本在农三、薄取俭奢适中四、
赋税节用赈济五、务本节用，足国之道六、货币流通轻重七、井田以正经界第三章 天理君权，德刑人
材一、号令刑罚相辅二、天理君权理念三、集权分权关系四、为政德刑相兼五、任贤使能治国第四章 
理气道器，分殊流行一、哲学逻辑结构二、形上学之追究三、理气道器体用四、气器阴阳功能五、理
一分殊圆融第五章 字宙天文，气象自然一、宇宙结构演化二、天体运行历法三、气象阴阳潮汐四、实
理实学实验第六章 形神魂魄，鬼神屈伸一、形体神知阴阳二、灵魂体魄关系三、鬼神实然之理第七章
象数义理，变易交易一、象数义理兼综二、变易交易会通三、河洛奇偶生克第八章 一二动静，变化中
庸一、一而二，二而二、动静对待融合三、渐化顿变新生四、中庸无过不及第九章 格致心思，持敬知
行一、格致体验天理二、积累豁然贯通三、知觉心思虑意四、主体持敬去欲五、知行先后互发第十章 
心性情才，天地气质一、人性物性异同二、天地气质之性三、心性、道心、人心四、性、情、才统于
心第十一章 美善文道，诗理自然一、善信美大圣神二、文道合一要旨三、诗理不离诗教四、平淡自然
规模第十二章 理欲义利，三纲五常一、天理人欲关系二、义利道德价值三、三纲五常名教第十三章 
心术王霸，元会道统一、帝之心为大本二、王道霸道之治三、元会运世循环四、继往圣之道统第十四
章 经史次第，春秋正统一、史学对象范围二、取舍评价标准三、先经后史次第四、明正统，法《春秋
》五、效法与不可法第十五章 人伦教育，小学大学一、明人伦的目标二、小学大学教育三、教学方法
探索四、精思涵泳体察第十六章 朝日官学，独尊朱子一、立万世之规范二、官方意识形态三、朝鲜、
日本官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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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的大儒之一，他的思想被尊称为“朱子学”。
他的学说不仅使儒学理学在宋以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处独尊地位，而且影响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
，曾一度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哲学或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得到他们的推崇和信奉。
朱子学超越国界而走向世界。
一、求学参禅为官朱熹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后字元晦，又改为仲晦，号晦庵，60岁后称晦翁，晚号
■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
祖籍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婺源县)松岩里。
他出生在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县城外毓秀峰下郑氏馆舍，生于南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1130)，卒
于南宋宁宗赵扩庆元六年(1200)。
根据朱熹门人黄斡在《朱子行状》中记载，朱熹的家世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但《宋史·朱熹
传》不载。
清人王懋竑在作《朱子年谱》时，则采此说。
因此，在婺源县志·朱子世家》中这样写道：因朱熹祖辈出自“吴郡朱氏”一支，汉灵帝时此支由青
州过江，一居姑苏，一居丹阳，朱熹先祖属丹阳一支。
朱古寮始迁居婺源，为婺源朱氏之祖。
由其资产殷实，而为“望族著姓”。
到了朱熹的祖父朱森、父亲朱松时，家境已经衰落。
当祖父死时，因贫而不能扶灵归葬婺源故里。
朱熹父亲朱松死时，把家事托与其友刘子羽，居崇安县五夫里，受父命而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
■。
朱熹与母亲，孤儿寡母，虽寄人篱下，精神压抑，但生活上仍过得去，可专心读书求学。
兹依朱熹的事业和求道的心路历程，可将他的生平活动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高宗建炎四
年(1130)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是朱熹的青少年时期，从事学习、参加科举考试和初政，以及思想活跃
阶段；第二个时期，从绍兴三十二年(1162)到光宗绍熙五年(1194)是他中年到晚年的时期，是他参政、
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集理学之大成阶段；从绍熙五年七月宁宗即位到庆元六年(1200)是朱熹晚年，
学术达到更高境界，亦是道学遭禁的阶段。
(一)少年丧父，留心禅学朱熹出生的那一年，既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农民军起义，又遭金兵进攻杭州之
难。
秦桧受金派遣，回到宋廷。
寓居在尤溪的朱松为避范汝为农民军，举家逃难。
朱熹两岁时，秦桧取得高宗赵构的信任，进行投降活动。
三岁时，范汝为兵败，朱松重回尤溪。
朱熹从小就很聪明，四岁时，朱松指天而讲，这是“天也”，朱熹问：“天之上何物?”这种追根究底
的发问，使朱松很惊异。
而这个曾困扰无数哲人的，天现象背后是什么的问题，确是超越四岁孩子颖悟的水平的。
五岁时又为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而烦恼，思考天地四边有无尽处，尽处是什么等问题。
这年朱熹入小学。
六岁时曾与一群儿童在沙地戏嬉，他独自端坐，以手指画沙，画的是八卦，又引起人们的惊奇。
绍兴七年(1137)朱熹八岁就傅，开始正规的六经训蒙教育。
他“厉志圣贤之学”，慨然奋发，读《孝经》，而题字“不若是，非人也”。
每日读《论语》、《孟子》等无间断。
当读《孟子》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
”他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意义上来体会“圣人与我同类”，于是，他以做圣人为自己的理想目标。
朱松由于长子和次子早天，他把希望都寄托到朱熹身上，他到临安做官时，曾带朱熹到临安，使朱熹
耳濡目染道学先辈如尹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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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儿时侍先君子官中秘书，是时和静先生实为少监，熹尝于众中望见其道德之容，又得其书而抄之
”。
王德修为尹■弟子，朱熹手抄尹焯的《论语解》，由此而发，遍读二程门人的书，为他后来写《论语
详说》打下基础。
绍兴八年(1138)金派使至临安签订和约，朝野反对。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等反对最烈，乞斩秦桧。
结果胡铨遭“昭州编管，永不叙用”的命运，朱松与胡珪、张扩等联名上书，主张抗金，反对乞和，
赵构和秦桧一意孤行，朱松被排斥出朝，出知饶州。
绍兴十年(1140)朱熹结束了在临安的读书生活和父亲回到福建建瓯。
但国家的耻辱，父亲的被贬，在他的幼小心灵留下不可抹去的影响。
直至朱熹死前一年，他回忆说：“尝记年十岁时，先君慨然顾语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
，叹息久之。
铭佩先训，于今甲子又复一周，而衰病零落，终无以少塞臣子之责，因和此诗，并记其语，以示儿辈
，为之尽然感涕云。
”虽经60年，但北伐无望，朱熹仍哀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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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之与朱熹思想结缘，并非偶然。
1960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到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室任教。
教研室分配我除教中国哲学通史外，着重研究宋元明清哲学，因为当时教研室还没有专门研究这一段
哲学的教员，于是我被派上了用场。
经过整体的考察和探索，我选择了朱熹思想作为我研究的对象。
这大概是1962年秋末的事，并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向教研室主任尹明先生作了汇报。
这样我便开始了朱熹思想资料的搜集、研读和摘卡片的工作。
从1960年到1964年秋，除讲授哲学系本科和研究生班的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及辅导外，考虑到宋明理
学家几乎都研究《周易》，并借《周易》而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建构自己的哲学框架。
因而在选修北京大学魏建功教授的《文字音韵训诂》课时，开始注释《周易》。
由于我在1949年前读中小学的每年寒暑假都到邑庠生(秀才)张步禧、张学精父子开的私塾里念经书等
，因此注释《周易》进展顺利，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周易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在此期间，我发表了从先秦到近代十来篇文章于报纸杂志，被认为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
人。
1964年秋，到湖南湘潭良湖公社参加“四清”工作；196,5年，到北京海淀区前沙涧大队半农半读，一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江西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我都没有间断对朱熹思想的探
索。
1972年由江西干校回京，中国人民大学解散，哲学系并到北京师范大学，我利用北师大的丰富藏书，
阅读了朱熹生平地方志及有关资料，并开始拟草稿。
1979年，50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修改完毕，并列人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
1980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杭州召开宋明理学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德志编辑出席
这次会议，我与她谈起《朱熹思想研究》的书稿，黄先生希望由她们出版社出书，我觉得不好向金春
峰先生(人民出版社编辑)交代，黄先生很自信地说：此事由她来处理。
后来黄先生与金先生达成协议，《朱熹思想研究》便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9月出版。
1981年10月15～21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在
杭州新新饭店举行，美国的陈荣捷教授、狄伯瑞教授，加拿大的秦嘉懿教授，德国的余培荷教授，日
本的山井涌教授，以及香港的刘述先教授，内地的冯友兰教授、贺麟教授、孙叔平教授、张岱年教授
等269人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陈荣捷教授看了我的《朱熹思想研究》和《周易思想研究》两书，邀请我参加1982年
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朱熹思想国际研讨会，并指定我撰写一篇朱熹易学思想的论文。
后来，一位权威人士借为《朱子大传》写书评为名，不顾事实，说什么“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了一次
‘朱熹学术国际研讨会’，大陆某君被邀请出席，为增重此君的学术地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其
新脱稿的《朱熹思想研究》特急印出，使他带着赴会，赠予到会学者。
殊不料此书内容极为糟粕”，“以此劣滥作品分送国内外斯道专家，实在为大陆学术界出丑丢脸。
所以，急应将《朱子大传》大力予以表扬，⋯⋯并借以涤除掉那本《朱熹思想研究》所造成的污垢与
耻辱!”我本想辨明事实，以正视听。
但顾念其自谓“我因年届耄耋，手臂颤抖，写字多不能成形，难于辨认”。
既如此情境，那还有什么必要写文作答，以使其颤抖的手臂再颤抖一次作复呢!《朱熹思想研究》出版
后，1981年12月美国著名学者陈荣捷教授来函：“此书学术水准很高，肯下死功夫做学问”，其“治
学之严，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见，令人起敬”。
日本《朝日新闻》1982年6月13日的学术栏发表专文，介绍《朱熹思想研究》内容并作了很好的评价；
日本《国家学会杂志》第96卷，第11、12号，发表渡边浩教授文章，亦给予很好的评价。
香港《镜报月刊》1983年第7期发表非闻的《中年学者在大陆崛起——访作者张立文》的文章，指出：
“三十多年来，大陆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朱子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述朱子的小册子亦难
于找到，特别是‘文革’期间，大批儒孔，由孔子而株连及朱子，加上一顶‘大儒’的帽子，‘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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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垃圾堆’，不值一顾了。
难怪海外学者咸认为大陆无人研究朱子。
张立文长达50余万言的专著《朱熹思想研究》的问世，说明大陆对朱子的研究并未中辍”。
又说：“在大陆学术空气遭十年浩劫的污染后，张立文对朱子这个‘大儒，所作的这样的分析研究，
特别使人感到清新，⋯⋯它企图使哲学基本概念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主要范畴的论证上，而着重
于范畴之间的联结以及结合方式的不同的研究，说明由此构成各不相同的哲学逻辑结构或哲学体系。
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能还各个哲学体系以本来面目的。
因而《朱熹思想研究》是散发着浓郁中国芬芳的著作，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重点人物的研究中开
拓了新的蹊径。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亦发表了文章，肯定其学术价值和1949年以后第一本朱熹思想研究的
作用。
当然也有批评此书的。
大陆社会科学界一家最权威的杂志，以与一般书评有别的不寻常的位置，发表了署名学谦的《评
》(1983年第4期)的长文。
该文批判拙著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上产生了偏差”，什么偏差呢?是有了与“恩格斯当
年批评过的施达克的观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这就是说《朱熹思想研究》与施达克的《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的观点，犯了同样的严重谬误。
所以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提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划
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问题，批判施达克的谬误，《朱熹思想研究》既与施达克“异曲同工”
，又发生在恩格斯批判施达克之后，无疑可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于是学谦批判说：“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学风、道德、名誉，更关系到人民的利益。
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
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
’”锋芒所指，即《朱熹思想研究》是犯罪!面临这样的批判，我不能不作出回应。
然而我的《关于的几点认识》一文，直到1984年第2期才发表。
“在答复之余，辄思有阐述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必要。
适蒙香港中文大学邀请笔者在1984．年担任‘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讲席，遂有此《中国哲
学逻辑结构论》之作”。
这是因为我的《朱熹思想研究》写了《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一章，阐述了我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
法论，并按这种方法论而有《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及《道》、《理》、《气》、
《心》、《性》、《天》等书之作，以作回应。
鉴于上述种种，当匡老(匡亚明教授)提出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200卷的宏伟计划时，我积极支持，
并承担了《朱熹评传》的任务，企图对朱熹思想作深入的、各层面的研究。
匡老生前对《朱熹评传》多次关怀，我亦很想在匡老在世时交稿。
然而，在我撰写《朱熹评传》期间曾两次住院(北京肿瘤医院)，住院期间承蒙蒋广学、洪修平教授到
医院看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该书。
尽管他们一再嘱咐我量力而为，却增加了我写好该书的信心。
因此我在手术出院后坚持写作，终于完成，但还是拖了些时间。
当我交稿时，匡老已仙逝，谨以此书以表哀悼!在此期间又承蒙潘富恩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
中心的诸位教授的关怀、支持和帮助，谨表谢忱。
张立文1997.9.18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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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熹评传》凝聚了作者35年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和成果，是目前国内论述朱熹思想最全面最深刻
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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