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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相对稳定性和历史连续性。
高晨阳所著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人手，深入探讨了由这些基本观
念所规定、制约并被模式化了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全书共分三篇，分别论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模式、思维方法模式和价值思维模式，内容丰
富，评析中肯。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可供哲学专业研究人员、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理论工作者及相关专业
大专院校师生参考，也可以作为广大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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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晨阳（1944—2000），河北临漳人，原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主攻方向为先秦诸子与魏晋玄学。
主要著作有《阮籍评传》、《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冲虚经（注译
）》，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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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　思维方式的界定
　　二　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三　思维方式的基本功能
　　四　中西文化比较法
　　五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维方式观念
　　六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与内容
上篇　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模式
　第一章　系统整体观
　　一　整体性思维的根本倾向
　　二　系统整体观的基本特征
　　三　系统整体观念模式的类型
　　四　系统整体观的历史演变
　　五　对中国传统整体观的思考
　第二章　系统过程观
　　一　崇尚变易的致思倾向
　　二　生化日新模式
　　三　循环反复模式
　　四　阴阳调节模式
　　五　系统过程观及其影响
　第三章　系统和谐观
　　一　追求和谐的致思倾向
　　二　有机性和谐与机械性和谐
　　三　整体性和谐的思维特征
　　四　中庸求和思维模式
　　五　评价与影响
中篇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法模式
　第四章　直觉思维
　　一　中西哲学与直觉思维
　　二　以直觉为归的致思倾向
　　三　直觉思维的整体性特征
　　四　直觉的途径
　　五　对直觉思维的评价
　第五章　意象思维
　　一　意象思维的含义
　　二　意象思维倾向及其一般特点
　　三　意象思维的象征功能
　　四　意象思维元素的多相意蕴
　　五　意象思维的类比方法
　第六章　经学思维
　　一　传统与经学思维方式
　　二　以圣道为崇拜对象的权威意识
　　三　以经为宗的经学模式
　　四　经学思维方式的整合功能
　　五　应有的评价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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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思维模式
　第七章　内向型思维与人本价值取向
　　一　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二　内向型思维
　　三　心性主体思维模式
　　四　以天证人的思维模式
　第八章　实践理性与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
　　一　实践理性型思维
　　二　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
　　三　“仁-礼”价值结构模式
　　四　“义-利”价值结构模式
　　五　“死而不朽”价值模式
　　六　目的与工具
　第九章　精神超越与价值理想
　　一　内倾型的精神超越
　　二　理想人格的建构途径：为学与为道
　　三　理想人格的境界：天人合一　
　　四　理想人格的结构：内圣与外王的合一　
　　五　儒道互补与儒主道从
后记
作者论著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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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王夫之在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虽然只承认天下“乱极而治”，反对“治极而乱”
之说，但他仍然把“治乱循环”视为“阴阳动静之几”（《思问录外篇》），即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
个由无序到有序的反复过程。
治乱反复、兴废更替的观念深入人的头脑，成为人们理解人类社会的一种认识定势。
《三国演义》第一回目开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一个明证。
 在先哲们看来，处于不同层次的系统，其演化的具体程序可能有别，但是任何事物变化表现为从无序
到有序的无限过程却概莫能外。
 就宇宙整体的演变性质看，中国的哲学家又倾向于把变易理解为一个日新与循环相统一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就“反复”的本义看，实际是指事物的变化呈现为一个由始而终、由终而始，即
首尾对接的过程。
因此，这一反复观念，实质上具有循环论的意味。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道反复说和历史终始说，就是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易观念的确认。
 天道反复说说明了自然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自然界是个包容万物的大系统，处于不同层次的事物虽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但无不遵循反复的
程序而变化。
这一反复观念早在古代文献《易经》中就首开其端，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卦》），就是古代先民以原始的思维形式对反复过程的表述。
先秦的一些重要哲学家对自然界的变化过程大都持同样的观点。
老子称道的运动形式为“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老子》二十五章）。
“道”即规律，表现为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
老子认为，天下万物莫不遵循着“道”的规律作永恒的运动，“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十六章）。
庄子亦有类似的看法，“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庄子·则阳》），认为反复循环乃事物
运动的当有之则。
儒家著作《易传》发挥《易经》思想，认为“‘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并且把反复视为
“天地之心”（《复卦·彖》）。
《系辞上》解释变化说：“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所谓“进退”，即指反复，“由反而复为进，由复而反为退”（焦循：《易章句·系辞上传》）。
承先秦之说，后来的哲学家也大都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理解为反复的过程。
如汉代学者扬雄说：“一判一合，天地备矣。
天日回行，刚柔接矣。
还复其所，终始定矣。
一生一死，性命莹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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