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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华书局的纪念会上，邓薛三说过，中华书局兴旺发达，说明中华文化的兴旺，中华书局和中国文
化共命运，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华文化出版建设是中国兴旺的一面镜子。
　　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的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建成新中国，中国人才真正站起来了。
旧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历次“运动都是被批判的对象，有的受到不公正的遭遇，以至更大的不幸，
但他们对此无怨无悔。
从他们身上看到经历了新旧社会的爱国的骨气和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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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年出生于山洪省平原县。
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1年获硕士学位。
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国
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中国宗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
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等，主编《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已出版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已出版三卷）、《宗教词
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中华大藏经》、《中国首都史》、《道藏提要》、《中
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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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宗教  《世界宗教丛书》总序佛教编  从佛教到儒教——康宋思潮的变迁  佛教向儒教的靠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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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三教中的佛教  禅宗哲学思想略论  禅宗哲学思想略论  农民禅到文人禅  南北禅宗异同  南北朝佛教经
学的中心议题——心性论  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道教编　《道藏提要
》序　《道藏提要》第三版修订本序　老学源流　关于《首先经》　要重视道经研究　道教图册序杂
文编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　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　从兄弟民族宗教看古代中国文化　长江
文化与黄河文化不可分　从“书同文”到“语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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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　　文化的精华部分，集中表现为哲学。
我们撰写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给中国哲学史定义为“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这个看法
提出已有十年，现在仍然没有改变。
　　根据多年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经验和走过的曲折道路，深感考察中国哲学不能仅限于哲学本身
，如果能把视野扩大，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广度来考察中国哲学，可能看得更清楚些。
　　结合中国及外国的文化历史，纵向及横向考察，有以下几种现象：文化发展的连续现象。
　　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原始蒙昧中摆脱出来，不断前进，走着从低级到高级的路程，不断丰富其内
容，由古朴到雕饰，由质到文。
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才四十多年，但说到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史有几千年而不是四十年。
新旧政权之间可以一刀两断，新老文化是不能一刀两断的。
“文革”中有些人宣称要打烂一切传统，事实证明这是愚昧的，也是做不到的。
真正的革命者要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要吸收全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文化，不能随意地割断历史。
哲学的发展也是有连续性的。
正是因为有连续性，研究哲学史才有意义。
　　文化发展的积累现象　　文化有连续现象，必然产生新旧文化积累现象。
文学史上从《诗经》、《楚辞》讲起。
汉有汉赋，以后有骈文、五言诗、七言诗、律诗、词、曲，不断出现新的形式。
人们发现，不是有了五言诗就抛弃了赋，有了词曲，五言诗、七言诗就不再流行，有了古文就不要骈
文。
文体越到后来越丰富，后期包容了前期。
有了白话文，古文还在使用。
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一篇声讨国民党不积极抗战的通电，就是用文言写的，道理讲得很透彻，也
很有气势。
哲学发展也有类似现象，不是有了后来的流派，就不要以前的流派，有了汉魏就抛弃先秦。
正是由于这种积累现象，才使得中国哲学的内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日趋丰富，古老的传统中包含着新
鲜的内容。
　　文化思潮的衰减现象　　这里借用电信通讯的概念，远距离的通讯联络，讯号逐渐衰减。
为了防止衰减，中间设有接力站，使衰减讯号得到增益。
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有永久的魅力，能使千百万后人为之感动。
《诗经》、《楚辞》是中国不朽的作品，西方荷马的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
随着时代的推移，它们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比如“五四”前后，青年男女要求从封建束缚中求得解放，《红楼梦》的影响很大。
《红楼梦》这部小说对现在的青年男女的影响比“五四”前后要小得多。
　　这种现象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存在。
同一种思想流派在前一个时期有过广泛影响，在后一个时期影响有所减弱。
如孟子在世时，用全力辟杨墨，韩非时代认为天下之显学为儒墨两大派，汉初杨、墨、儒的影响都减
弱了。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其影响越来越大。
这种看法与实况不符。
孔子思想的影响，单凭孔子思想本身，不可能越来越大，只能越来越小。
孔子的影响久远和中途得到接力站补充有关。
汉代有董仲舒的补充，振兴了几百年；宋朝得到朱熹的补充，又振兴了几百年。
得到振兴的是董仲舒的孔子、朱熹的孔子，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原来的孔子的思想永不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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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交流的融会现象　　不同的文化思想的体系相接触，有时互相吸引，有时互相排斥。
无论吸引还是排斥，最终总会发生融会。
即使互相攻击的双方也经常从对方吸收自己有用的东西。
显著的例子如佛教与道教两种宗教相互争论了一千多年，为了战胜对方，不惜借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对
方。
结果表明，中国的佛、道两教都吸收过对方的思想甚至教义、教理。
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也是这样。
　　正因为融会普遍存在着，我们治中国哲学史，除了探究思想的传授关系，还要注意它的融会关系
。
过去研究佛教、道教、儒家的历史往往是单线的，各自为战，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写佛教专史，也要兼治道教、儒家；写儒家专史，也要兼顾佛教、道教；写道教专史，也要兼顾佛、
儒，固不待言。
　　文化接触的势差现象　　两种文化体系，发生接触，会产生影响。
文化形成于一定特点，往往在批资本主义的口号下给封建主义留下了后路，甚至错误地把封建主义的
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予以肯定。
我们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自觉地把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担负起来。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它展示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斗争中发展前进的历程，展示出人
类抽象思维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以及人类的认识是如何由浅入深，从片面向更多的方面扩展的。
它也展示，哲学压缩了宗教的辖区，而宗教则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式以维护它的阵地。
中国哲学史用事实说明儒教形成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直到今天，人们还不得不背着因袭的重
担，不适应现代化的步伐。
　　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无疑地将为人们提供可贵的借鉴。
看到前人如何克服错误，我们从中受到启发；看到后人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们从中得到警惕
。
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训练思维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
今天看来，它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历史传统悠久，文化积累深厚，这是我们国家的特点，但特点并非尽是优点。
正如鲁迅批判的所谓“国粹主义”者们，好比一个人头上长了个赘疣，对这个人来说可以说是“粹”
，但这又有什么值得保存的价值呢?如果我们对遗产不善于区别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就可能把赘
疣当成“国粹”，可能把缺点、弱点当成了优点，被死人拖住活人前进的脚步。
这是我们要警惕和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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