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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历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冶中西学术于一炉，集新旧思想于一身，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有《蔡元培全集》
行于世。
     此本《中国伦理学史》是第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
，也是蔡元培先生代表性理论著作之一。
书中将中国伦理学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系统介绍了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伦理学界重要的流派及主要
代表人物，阐述了各家学说的要点、源流及发展，并以科学的方法辨析其优长与缺失。
其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
     此次重新出版，以1933年3月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国难后第一版为底本，并以2005年上海古籍本为参校
本，进行了编辑整理。
我们在遵循古籍整理通行原则的基础上。
尽量尊重历史文献的原貌，以基本保存其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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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唐虞三代伦理思想之萌芽　　伦理思想之基本我国人文之根据于心理者。
为祭天之故习。
而伦理思想，则由家长制度而发展，一以贯之。
而敬天畏命之观念.由是立焉。
　　天之观念五千年前，吾族由西方来，居黄河之滨，筑室力田，与冷酷之气候相竞，日不暇给。
沐雨露之惠，懔水旱之灾，则求其源于苍苍之天。
而以为是即至高无上之神灵，监吾民而赏罚之者也。
及演进而为抽象之观念，则不视为具有人格之神灵，而竞认为溥博自然之公理。
于是揭其起伏有常之诸现象，以为人类行为之标准。
以为苟知天理，则一切人事，皆可由是而类推。
此则由崇拜自然之宗教心，而推演为宇宙论者也。
　　天之公理古人之宇宙论有二：一以动力说明之。
而为阴阳二气说；一以物质说明之，而为五行说。
二说以渐变迁，而皆以宇宙之进动为对象：前者由两仪而演为四象，由四象而演为八卦，假定八者为
原始之物象，以一切现象，皆为彼等互动之结果。
因以确立现象变化之大法，而应用于人事。
后者以五行为成立世界之原质，有相生相克之性质。
而世界各种现象。
即于其性质同异间，有因果相关之作用，故可以由此推彼。
而未来之现象，亦得而豫察之。
两者立论之基本，虽有径庭.而于天理人事同一法则之根本义，则若合符节。
盖于天之主体.初未尝极深研究，而即以假定之观念，推演之，以应用于实际之事象。
此吾国古人之言天，所以不同于西方宗教家，而特为伦理学最高观念之代表也。
　　天之信仰天有显道，故人类有法天之义务，是为不容辨证之信仰，即所谓顺帝之则者也。
此等信仰，经历世遗传，而浸浸成为天性。
如《尚书》中君臣交警之辞，动必及天，非徒辞令之习惯。
实亦于无意识中表露其先天之观念也。
　　天之权威古人之观天也，以为有何等权威乎。
《易》曰：“刚柔相摩，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干道成男，坤道成女。
干知大始，坤作成物。
”谓天之于万物，发之收之，整理之，调摄之，皆非无意识之动作，而密合于道德。
观其利益人类之厚而可知也。
人类利用厚生之道。
悉本于天，故不可不畏天命，而顺天道。
畏之顺之，则天锡之福。
如风雨以时，年毂顺成，而余庆且及于子孙；其有侮天而违天者.天则现种种灾异，如日月告凶、陵谷
变迁之类，以警戒之。
犹不悔，则罚之。
此皆天之性质之一斑见于诗书者也。
　　天道之秩序天之本质为道德。
而其见于事物也，为秩序。
故天神之下，有地祗，又有日月星辰山川林泽之神，降而至于猫、虎之属。
皆统摄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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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人间秩序之模范。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此其义也。
以天道之秩序，而应用于人类之社会，则凡不合秩序者，皆不得为道德。
《易》又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
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言循自然发展之迹而知秩序之当重也。
重秩序，故道德界惟一之作用为中。
中者，随时地之关系，而适处于无过不及之地者也。
是为道德之根本。
而所以助成此主义者，家长制度也。
　　家长制度吾族于建国以前。
实先以家长制度，组织社会，渐发展而为三代之封建。
而所谓宗法者，周之世犹盛行之。
其后虽又变封建而为郡县，而家长制度之精神，则终古不变。
家长制度者，实行尊重秩序之道，自家庭始，而推暨之以及于一切社会也。
一家之中，父为家长，而兄弟姊妹又以长幼之序别之。
以是而推之于宗族，若乡党，以及国家。
君为民之父，臣民为君之子，诸臣之间，大小相维，犹兄弟也。
名位不同，而各有适于其时地之道德，是谓中。
　　古先圣王之言动三代以前，圣者辈出，为后人模范。
其时虽未谙科学规则，且亦鲜有抽象之思想，未足以成立学说，而要不能不视为学说之萌芽。
太古之事邈矣，伏羲作《易》，黄帝以道家之祖名。
而考其事实，自发明利用厚生诸述外，可信据者盖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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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伦理学史》是第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
阐释并论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二十八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附录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
的道德学说。
该书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和评价了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及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各家的伦理学说
，辨析其优长与缺失，审度其弃取与抑扬，既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又合情合理，褒贬有度。
尤有意义的是，蔡元培在此书中将法兰西革命中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同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进
行比较，主张中西汇通，互相学习⋯⋯《中学修身教科书》是蔡元培对伦理学所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　　——刘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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