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編中國哲學史（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編中國哲學史（一）>>

13位ISBN编号：9789571408552

10位ISBN编号：9571408557

出版时间：2001-9

出版时间：三民書局

作者：勞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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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編中國哲學史（一）>>

内容概要

一部哲學史，雖然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學」。
當一位學人寫哲學史的時候，他不僅要敘述事實，而且要解釋理論。
敘述事實是史學的工作，解釋理論則必須有確定的理論基礎與解析方法。
而這種基礎與方法就是寫哲學史的必要條件；不能滿足這些條件則寫出來的是「史」，但不算是「哲
學史」。

——勞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是當今哲學泰斗勞思光在中國哲學方面最重要的著作。
透過其獨特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如庖丁解牛般，將上下數千年中國哲學的內涵，條分縷析呈現在
您的眼前。
本冊主要介紹古代中國思想及儒、道、墨、法、名等各家學說。
其中每一章節，皆有深入淺出的說明，其內容正是中國哲學的深層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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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勞思光，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及臺灣的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吳大
學等。
現職中央研究院院士，華梵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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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問題
参　哲學史的任務與基源問題研究法
肆　中國哲學史的特殊問題
第一章　論中國古文化傳統之形成
壹　略說古史資料及考證之設準
貳　古中國民族分佈大略及殷民族之發展
一、古民族之三集團
二、殷民族略考
三、結　語
参　殷周民族之關係及其盛衰
一、略論周民族之起源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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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中國思想
壹　有關原始觀念之問題
貳　古代中國思想的重要觀念
一、《詩經》中之「形上天」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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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孟子之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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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家學說
壹　道家思想之源流及時代問題
貳　老子與《道德經》中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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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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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經》思想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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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荀子之生平
參　荀子之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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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與天
三、君與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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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法家與秦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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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韓非思想之特色及其傳承
參　韓非子之思想
一、論治亂
二、論主權
三、「勢」與「明」
四、二柄與虛靜
肆　韓非之影響及其歷史意義
第八章　名家與名學
壹　名家之立場及特性
貳　公孫龍子之理論
一、「指物」
二、「白馬」與「堅白」
三、「通變」與「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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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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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於方法問題
書目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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