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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开泰先生把出版社排印的他的新著《先秦诸子精神》拿给我看，我近半年多以来工作极忙，几乎没
有读书的时间，然而这部书稿却深深吸引了我。
翻读一遍，我确实感觉到，这部专著内容之充实，功力之深厚，决非一般率尔操觚者可比。
过去人们形容难得的作品，常说如“空谷足音”，现在出版物充斥市场，固然不是“空谷”，但作者
这样投入大量心力的书，也还应该是大家期待的“足音”。
学术界都知道，孙开泰先生是中国思想史专家，尤其精于先秦诸子百家之学。
他和我是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老同事。
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奠基人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
侯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西北大学校长任上调来历史研究所，创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组，后称研
究室。
孙开泰先生是1963年自云南大学到这个研究室工作的，当时即有志于先秦思想学术的研究，得到侯外
庐先生的称许。
随后虽然经过“文革”的动乱，他仍能坚持不懈，完成了许多论著，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在先秦思
想领域作出贡献。
由他撰写的这部《先秦诸子精神》自然多有与众不同之处。
记得1986年我为孙开泰先生的《吴起传》写序，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先秦诸子已有很多学者研究，
没有多少新内容值得探索，这无疑是一种误解。
诸子百家博大精深，其事迹和思想都有许多奥蕴，迄未得到揭示。
诸子中若干著作，过去受疑古思潮影响，被忽视甚至否定，致使当时思想文化丰富繁丽的图景不能为
人们所全面认识。
考古工作的进展，又不断发现汉以前的珍贵佚籍，令人在探索当时文化上有柳暗花明之感。
看来先秦学术文化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重写这一时期学术史的条件业已成熟。
”经过二十多年，先秦诸子百家的研究早已形成新的局面。
孙开泰先生的这部《先秦诸子精神》正是在这些年奠立的新的基础上综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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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第一本系统全面介绍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普及读本，比于丹更全面，比易中天更深刻.该书囊括先
秦诸家学派思想，客观论述春秋战国时期各思想流派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发展脉络，交待社会历史
背景和相互间的依存影响关系，对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动荡时代的思想学说和流派，做出清楚
的交代。
    该书分为几个阶段进行研究探索，对春秋战国思想史的历史进程形成独到的见解，提供了有价值意
义的贡献。
该书对儒、墨、杨三足鼎立局面展开详细的论述，对兵家思想展开着重研究，这是近年鲜见著述的；
对稷下学的深入研究是有新意的，过去学术界对阴阳家的研究很薄弱，著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邹衍的
生平事迹和阴阳五行思想都有独到见解，大大丰富了阴阳家的内容，使诸子百家的思想发展路程，成
为有机的整体，这是《先秦诸子精神》一书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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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开泰   男， 汉族， 1940年5月生，四川泸州人，汉族，196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即在中国社科
院历史所工作， 1994年8月为研究员、1999年8月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后为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博士后出站论文答辩评委、先后任《
管子学刊》编委、顾问、安徽颖上管子研究会特聘顾问、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华孔
子学会前秘书长、理事、学术委员、山西省社科院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
事迹收入《中华人物辞海》、《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国际杰出人物辞典》
（美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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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中庸”思想　　3.思孟学派的主要哲学范畴：“诚”与五行说　四、孟子基于人性善的仁政
学说　　1.生平　　2，孟子首倡人性本善　　3.开给统治者的“仁政”药方　五、荀子说：“天行有
常”　　1.生平　　2.人性本恶所以要“化性起伪”　　3.教和学的论述　　4.天行有常故而“制天命
而用之”　六、孔子思想的特点，儒家的发展与影响　　1.孔子与儒学思想的特点　　2.儒学发展的几
个历史阶段　　3.儒学的世界影响第三章　墨家：儒家的第一个挑战者　一、墨子的生平、著作与墨
家的创建　二、儒墨之争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开端　　1.关于百家争鸣的发端　　2.邹鲁儒墨显学之
争的时代背景　三、墨子的十大主张　　1.“兼爱”　　2.“非攻”　　3.“尚贤”　　4.“尚同”　
　5.“节用”、“节葬”　　6.“非乐”　　7.“尊天”、“事鬼”　　8.“非命”　四、儒墨显学之
争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　　1、儒墨之争的主要内容　　2.儒墨之争的原因与实质　五、墨家的分化与
消亡　　1.墨家的分化与消亡　　2.墨家消亡的原因第四章　法家：新势力的崛起　一、晋国激烈的政
治斗争催生了法家　　1.嫡长子与庶子之争引起晋国内乱　　2.三家分晋　二.法的演变与法家始祖李
悝　　1.法家与法　　2.子夏西河讲学——家向法家的过渡　　3.李悝在魏国的改革　三、吴起在魏西
河与楚国的“法治”实践　　2.在魏国西河的变法　　3.在楚国的变法　　4.吴起在楚变法失败的原因
　四、申不害推崇“术”　　1.申不害的生平与所处的时代　　2.法家“术”的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3.“术”与重赏罚与明法治相结合　　　　4.“术”的历史地位与思想渊源　五、慎到讲“抱法处势
”　　1.慎到的生平　　2.明君恃势而治　　3.“尚法”、“立君不尚贤”　　4.慎到的黄老思想及其
由来　六、商鞅在泰国的变法　　1.秦孝公礼贤的历史背景　　2.商鞅在秦的变法与法治思想　　3.商
鞅对“耕战”思想的发展　七、韩非与封建专制主义　　1.秦王政为什么对韩非倍加推崇　　2.韩非如
何将法家导向封建专制主义　　3.对“耕战”思想的总结　　4.进化的历史观　　5.性恶论　　6.天道
观和认识论　　7.朴素辩证法思想　　8.齐法家与晋法家思想的不同：“德法兼治”与“法治”第五章
　名家：游走于逻辑与事实之间第六章　道家：隐士风度与哲人智慧第七章　个人主义的先驱：杨朱
学派与农家第八章　先秦兵家：以战争的观点看世界第九章　纵横家：以谋求大国政治为第一要务第
十章　杂家：诸子百家的汇流与融合总结　论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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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先秦诸子的争鸣与融合：乱世绽放的文景一、“士”阶层的兴起诸子百家之所以在先秦
时期酿成果实，除了植根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还与社会上出现一个所谓的“士”阶层密切相
关。
在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大量涌现与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1.“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
《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
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
章学诚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
”（《文史通义》卷三《史释》）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
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
的官吏学习。
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
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
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
《周礼》明确规定，那时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周礼》卷十四《地官》）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
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
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
《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
，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
”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
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入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
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
正如孔子向郯子问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左传》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人民问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
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这是说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
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
并没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
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这话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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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先秦诸子精神——百家争鸣、融合与传统文化整体观》即将出版，我想就该书成稿的过程中一些点
点滴滴的回忆，作为后记，供读者参考。
我1959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那时因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昆明，所以云大历史系的师资阵营是强
大的。
张德光系主任和李挺教授都是西南联大的。
刘文典也在云南大学任教，以“狂”著称，他曾说过：“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
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可算半个。
”我人云南大学后听老同学传言。
张德光主任为刘文典《庄子补正》写过《跋》。
正式出版前，张主任把《跋》的文稿给我读过。
只可惜我并未亲受其教，刘老师已仙逝。
历史系有两门通史课，《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除此之外，我选了系主任张德光教授的《先秦
思想史》和李埏教授的《唐宋经济史》两门专业课。
我在班上任课代表，因此与张德光主任与李埏教授经常联系。
那时我的求知欲很旺盛，常得到老师的鼓励。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四年大学我一直没有回过家。
除了偶尔在周末或星期天到老乡所在部队——昆明军区去看电影外，大多数都是在老师家里请教问题
，或在图书馆里看书。
那时候，我就萌生写一部先秦诸子研究著作的愿望。
因此，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收集有关孟子的史料。
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在张德光主任的指导下写《孟子的政治主张》。
四年级毕业论文写的是《孟子的政治思想》。
也是张主任指导的。
因为他工作忙，只辅导我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
由于当时很努力，我的论文都以都以优秀成绩完成了。
我的学年论文也得到李埏教授的指导。
关于孟子主张的“井田制度”，我赞成是封建国有土地制。
在第三学年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李埏教授要招收一名唐宋经济史硕士生。
我报考了，在考试英语时，收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我非常难过，因为我父亲早逝，现在是父母双亡，
家里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弟弟、两个妹妹，穷得连写信的邮票都拿不出钱来买。
我每次写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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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要讲中国文化，只知道儒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涉诸子百家，以及一二教九流。
在今天的“国学热”中，学一些诸子百家的知识。
十分必要。
孙开泰先生的《先秦诸子精神》给了我们很好的引导，值得感谢，也值得我作一推荐　　——李学勤
孙开泰先生曾对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做过深入的研究，对钱穆先生论著里存在的问题和错误
，还有《稷下通考》中的错误等，做出校正论述，包括对兵家孙武、孙膑、吴起等人考证的错误。
因此，先后写过《稷下学宫与孟子的关系》、《孟子生平事迹考辨》、《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初年
考辨》、《邹衍事迹考辨》、《孙武与齐文化》、《吴起兵法考辨》、《吴起与孙膑》、《马陵之战
简述》等论著，更正《先秦诸子系年》的错误。
这些研究成果收在《先秦诸子精神》中，为史料鉴别提供了基础。
　　——周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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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诸子精神:百家争鸣、融合与传统文化整体观》：最有性格的国学史著作，呕心沥血的学者大文
章。
在学术明星甚嚣尘上的时代最顽强的国学坚守者，百家争鸣、融合与传统文化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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