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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都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
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
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上下)》(作者蔡方鹿)为其中一册，包括了宋代以前中国经学的发展
演变、疑经思潮与宋学的产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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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方鹿，1951年10月生，四川眉山市人。
历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现任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兼任中华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朱熹研究会
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为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出版《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等学术专著二十多部，在《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被《新华文摘》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四十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
三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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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上篇　通论
第一章　宋代以前中国经学的发展演变
　第一节　经学概论
　　一、关于经学
　　二、“六经”与孔子
　　三、经学史上的派别
　　四、儒家经典的流传演变
　　第二节　经学的起源和影响
　　一、经学的起源
　　二、经学的影响
　　第三节　汉学及其演变
　　一、西汉今文经学
　　二、东汉古文经学
　　三、汉末郑玄之学
　　四、魏晋王肃之学
　　五、南北朝经学
　　六、隋唐经学
第二章　疑经思潮与宋学的产生
第三章　由宋学到理学
第四章　宋明理学的发展演变、理论构成、基本特征及其经学观
下篇　分论
第五章　北宋时期的经学与理学
第六章　南宋时期的经学与理学(上)
第七章　南宋时期的经学与理学(下)
第八章　元代的经学与理学
第九章　明代的经学与理学
结语　经学理学化在学术发展史上的意义、影响及其现代观照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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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张载“太虚即气”的气本论哲学体系里，气是最高范畴，道和理则体现了气运动变化的过程和规律
，它们不是在气之上的本体，而是统一于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内。
关于道，张载指出：“由气化，有道之名。
”道是“气化”，即物质性的气运动变化的过程。
离开了气，离开了气的运动变化，则无所谓道。
关于理，张载指出：“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
”气的聚散变化虽有多种方式，各不相同，但在各种变化之中都存在着“顺而不妄”的条理即规律，
这就是理。
可见道和理均不能离开气而独立存在。
张载的这一思想也遭到了程朱的批评。
朱熹指出：“纵指理为虚，亦如何夹气作一处？
”朱熹反对张载以气言理，他主张理应该凌驾于气之上，而不应把理与气夹作一处。
张载坚持“太虚即气”的理论，批判“虚生气”、“有生于无”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通过解说《
易传·系辞》，提出了气兼有无的思想。
他说：“惟是有、无相接与形、不形处知之为难。
须知气从此首，盖为气能一有无，无则气自然生，气之生即是道是易。
”这里所说“气能一有无”，即气具有把有、无统一于自身的属性。
张载认为，有无相接与有形、无形的关系最难掌握。
在这个问题上，张载既反对无生有，虚生气；又反对把太虚与有形的万物直接等同。
他说：“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
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
”张载的太虚是无形的，万象则是有形的。
虽然张载以气之聚散来联系二者，但二者毕竟是有区别的。
张载指出，如果看不到这种区别，就不明白万物是怎样产生的，把本原与万物看成互不相关的孤立存
在，陷人佛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的谬误。
为了克服虚生气和把太虚与万物直接等同这两种错误倾向，张载以气本论的观点来统辖有无，即有形
的万物与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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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套装上下册)》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学术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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