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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喜欢凡事都问个为什么。
为什么要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除了课程结构的理由，还有什么其他理由?在这里要提出的回答就是：
思想，特别社会思想，对社会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互动创造社会结构——由马克思首先提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讲交换产生价值。
交换是互动，价值是一种社会结构。
交换进一步施行，价值而货币而资本：货币与资本也是社会结构。
马克思的用语是交换产生经济学范畴的辩证运动，其实就是互动创造社会结构。
《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社会学著作。
马克思的发现，强调普通人的日常行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当时为解决衣食住行必须从事的生产劳动是最普遍的日常行为。
人类在生产劳动中必定要相互打交道，因而生产劳动必定是互动的。
之所以说劳动创造社会，是因为这种人类日常行为在过去的时代占有最大比重，因而说生产劳动是推
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马克思称自己的这一重大发现为历史唯物主义，引申为“互动创造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学的基本原
理。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社会学的重要源头。
　　那么，社会思想怎样对社会发展起作用?　　人们在日常行为的相互打交道过程中，必定伴随着理
解(或称领会、意识等)。
互动不是单纯的身体动作，动作与心之活动交缠在一起不可分割。
行为、行动、实践不等于动作。
这些概念内涵思维、情感、意志等要素，这些要素总称心之活动。
社会思想对这些要素会起重要作用。
例如，产生交换价值这一社会结构的物品交换活动，必须是行为者把交易对方看作该物品的所有者，
还必须以等价交换为原则。
又如，向银行借了钱可以不还，或者在借钱时就没打算还，这样的互动产生的社会结构就一定不是信
用制度。
　　再以一个最日常的现象为例。
中国家庭的父母亲都要求孩子“听话”。
这是亲子互动的主要模式。
大体可以认为古代的“孝悌”所要求的“承志”，通俗说就是“听话”。
“承志”要求更高些——不用双亲、上级说话也能够揣摩出他们的意图。
个人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听话”是主要指针。
与“听话”关联的亲子互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互动联系、着什么样的思想、价值观念，会产生出什么
样的社会结构，是不言而喻的。
　　创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法治、民主的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称为“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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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思想史》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
事求是和古为今用原则，对中国历代社会思想进行梳理并予以客观分析和评价，注重系统把握中国历
代社会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特点；把握中国历代社会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各种社会思想发生
、发展及衰落的原因和历程，进而探讨中国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思想史》为教育部社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主要适用于高校社会学、社会工作
专业本　　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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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孔子“仁"与“礼”并重的儒家社会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
逝于公元前479年。
其先祖为殷商遗民，受封于宋，到孔子曾祖时因避难而迁居鲁，孔子本人即出生于鲁国的陬邑(今山东
曲阜)。
　　孔子早年丧父，幼而贫贱，曾因贫而仕，先后任管仓库的“委吏”与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
位极低的小吏。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出仕任中都宰，旋即进为大司寇，但在任仅三年左右，即因其道不得行而去职
，从此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生涯。
在漫长的周游列国过程中，孔子到过齐、卫、曹、宋、陈、蔡、楚等国，一边教授弟子，一边宣传其
学说，其间曾受困于匡，绝粮陈蔡，一路栖栖惶惶，历尽苦辛，但终不能为当世所用。
晚年返鲁，进行传统文献的整理与教育工作。
　　孔子一生最主要的活动在于从事教育。
孔子在30岁左右就开始授徒教学，是中国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个开办私学者，相传其弟子有3000余人
，其中贤者有72人。
在孔子之前，教育的权力掌握在王宫贵族手里，一般的平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孔子则本着“
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精神，“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论语·述而》)①，对于
来求学的学生，不问身分与地位，一概一视同仁地教育之。
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孔子的弟子中除了南宫敬叔与司马牛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大多数出身贫贱。
而孔子的教学，却主要以德行与政治为内容，其目的则在于培养一个德能兼备的士君子阶层，这实质
上使得平民阶层中的才智之士有可能跻身于上层统治阶级的行列。
因此，孔子虽然以恢复西周的宗法秩序为其学说的出发点，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批新人，可以说是开
后来平民活动风气之先，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旧有封建制度的崩溃。
　　传统的说法认为，孔子曾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传》，著《春秋》，但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这一说法的理由并不充分。
记载孔子学说与事迹最为可靠的材料是《论语》，秦汉以来虽然也有不少描述孔子的文献资料，但大
多可靠性过于薄弱，不足以为研究的证据。
《论语》一书是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根据孔子的日常言行编纂而成的一部孔子言行录，着笔于春秋末
期，成书于战国初期。
唐开成二年(837年)《论语》被列入十二经之一，南宋时期朱熹又把它编入《四书》之中，从而成为后
来科举考试的基本教科书。
　　内容简介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和古为今用原则，对中国历代社会思想进行梳理并予以客观分析和评价，注重系统把握中国历代
社会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特点；把握中国历代社会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各种社会思想发生、
发展及衰落的原因和历程，进而探讨中国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书为教育部社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主要适用于高校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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