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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旧稿加以重要的修订与补充，以求更与内容相符合，改为今名。
篇章顺序照旧，惟资料方面大为增加，尤以在北京大学善本室得以接触原始资料。
    本书提出许多新论题，当然须有极丰富的考证，除尽力应用原始资料之外，更参考现代欧洲及日本
汉学家的研究资料。
    本书所用参考资料，涉及各方面，有关于中外交通史的，关于来华耶稣会士的，关于17、18世纪哲
学家著作的。
    本书每编之末均附注释，对于难得或需要解释之资料，则偶录入西文，以资参考，但以英文为限；
此一面为求征信，一面亦为读者进一步研究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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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谦之(1899—1972年)，字情牵，福建福州人。
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
生于世代业医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姑母抚养成人。
民国初，入省立第一中学学习，熟读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祟拜论》等小册子
，因而知名于乡里。
17岁中学毕业，以全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朱谚之到京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学习，凡二年，又转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直至毕业。
当时北京大学由蔡元培主持，学术气氛比较自由，朱谦之深受熏陶。
他思想活跃，关心国家前途，勤奋学习．打下深厚功底。
他听名师授课外，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以至当时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心馆内的杜科书籍会被朱谦
之椟完。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说到：’我常常和一个北大学生，
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朱在法预料的发表《周秦诸子学统述》、 《太极新图说》等。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朱谦之满怀搬情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并参加当时重要影响的《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宣传无政府思想的《奋斗》杂志的编辑工作。
他撰文抨击时弊，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
他认为，读书为求学问，不想要文凭，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
他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
1920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时，朱谦之在〈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劳动节的祝
辞》，首次提出“劳动人民神圣口号，主张“一切收回社会公有”，“劳动者要直接管理工场。
”1920年U月。
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后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才获释
。
出狱后，著有《革命哲学》 (创造社丛书之二)一书，充满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青年人理想。

　　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多次碰壁后，设想通过改造人心的途径改造社会，因而求助于佛教。
1921年朱谦之离京南下，至杭州兜串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名佛学家
欧阳竟天求教。
经过出家体验后，他认为僧伽佛门不能实现自己的凤愿，遂发表《反教》诗，宣布与佛门断绝关系。
以后他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于江湖之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飘，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
。
此时他发表了《无元哲学》和《周易哲学》等，抛弃过去虚无主义思想，宣称宇宙人生都是浑—的真
情之流，真生命在人世间即可实现。

　　1934年，朱谦之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
他在厦大撰写了《音乐的文学小史》，后扩充为《中国音乐文学史》，获祖国内外好评；此书出版后
，日本中村嗣次把它译成日文(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
1925年，朱谦之辞去厦大教职，隐居于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甫(和靖)故居，潜心著书立说
。
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哲学》；撰写了《大同共产主义》、 《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 《到大同之
路》等等，以托古改制方式，宣扬儒教乌托邦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寄希望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
派身上。
他赴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又从事工农革命运动，多次发表讲演，号召“农工大联合”，倡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导革命。

　　1928年，朱回杭州不久，妻子杨没累病逝，对他打击沉重，再赴广州、上海，与胡也頻、丁玲、
沈从文等谈诗论赋，寄情笔墨．1929年．朱谦之获中央研究院资助赴日本进修两年，潜心于历史哲学
的研究。
在日本，他首次接触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难物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说加以研究。
1931年归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
他在暨大主编《历史哲学》丛书，并为丛书撰写了《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历史哲学大纲》等文
。
1932年起至广州解放止．朱谦之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等职。
这一时期是其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撰写了大量著作，重要的有： 《历史哲学大纲》、 《文化哲学》
、《孔德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 《扶桑国考
证》、 《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等等。
1935年，他与学生何绛云结婚。
抗日时期，他历尽艰险．始终勤于职守。
为适应抗战需要，他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运动’；自己出资筹办《现代史学》，
推动历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

　　1949年l0月广州解放。
他在中山大学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和教学活动。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回到母校北大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2年至1964年，他先后完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难物论教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
学史史科学》、《老子哲学》、 《老于校释》、《李贺》、《中国哲郸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
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王充著作考》、《新辑本职确镶＞》等一大批专著以及论文数十篇。

　　1958年后．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
此后陆续发表《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及阳明学》、 《新编朱舜水集》、日
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古代和德川之部)》等著作，另外．还发表了《空海与汉文学》等重要论文多用。
1964—1970年，朱谦之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所研究员，致力于宗教学研究，这时
他已得重病，卧床不起，但仍奋力完成《中国景教》一书，并翻译了《中国掸学思想史》和《韩国禅
教史》等。
1972年，他突发脑溢血症逝世，享年73岁。

　　宋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100余篇。
他的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
，有些研究领域在我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
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
著名学者王亚南曾称誊：“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
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
”朱谦之读书极其认真，钻研极其刻苦，治学十分谨严。
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用脑和用手，读书时常用朱笔勾画圈点、摘录。
在着手写一著作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书目，如在写作《日本哲学史》时所列书目竞达30多个印张
；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一书的“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一章中竟有190处引文和注释。
可见其用力之勤！
他所写《老于校释〉序言，辞藻之华丽，章句之对仗，用典之贴切，虽词章学家犹不能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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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谦之在学术上的造诣学术界早有定评。
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东方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贡献最大。
对中国哲学史的各个阶段都有系统知识．对先秦诸子和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深入的研究。
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认识慨括在他所著《中国哲学史简编》 (合订稿本6册，约200万字)和《中国哲
学史史料学》 (通论三部9册)中。
他是治中围哲学史中最早注意少数民族的哲学宝藏之一：他也重视中国哲学在汉文字圈中的传播和西
方的影响。
他在1918年就发表《周秦诺子学统述》，这是最早用新观点整理的我国早期哲学史，有着重要的历史
意义。
他对孔子、老于和庄子等部有专门的著作。
《老于校释》在各种版本中招集资料员丰，因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汉学家会议上被一致推荐为最佳
研究，给予荣誉奖赏：他的《李贽》一书在国内学术界也获得好评。
朱谦之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作出特殊贡献，取得国标性荣誉。
郭沫若曾说朱谦之和向达教授是我国治中外交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
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希腊之影响》、《扶桑国考》、《哥
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中国景教》等。
1958年以后，朱谦之转入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带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和朝鲜、捷克的研究生
，先后发表了《日本哲学史》、 《日本的朱子学》、 《日本古学阳明学》、《日本哲学史资科选》 (
古代之部和德川之部)。
另外，还协助朝鲜留学生完成《朝鲜哲学史》中“程朱理学对朝鲜的影响”、翻译《朝鲜禅学恩想史
》等。
在上述研究中，他发掘了不少在日本、朝鲜已经散失但仍在我国保存的珍贵文献和资料。
他的开拓性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前苏联和日本都曾提出要与我国合编日本哲学史资料，越
南科学院要派人向朱谦之学习，希望协助他们完成《越南哲学史》等。
他的研究成果是突出的，为我国东方哲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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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  一  文艺复兴之物质条件      A 造纸    B 印刷术    C 火药    D 罗盘针  二  
文艺复兴期地于中国之认识      A 教士    B 商人    C 外交使者    D 游客    E 工程师及其他  三  《马哥波罗
游记》之影响    A 地理上之大发见    B 美的与物质的生活之愿望    C 自由研究之精神  四  文艺复兴期这
中国题材    A 绘画    B 文学    C 科学第二章  18世纪中、欧之文化接触    一  中、欧文化接触之三时期   第
一  物质的接触时代    A 中国与古代希腊、罗马    B 中国与伊朗文明    C 中国与阿拉伯文明   第二  美术
的接触时代    A 罗柯柯运动    B 中国园林运动    C 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人之中国趣味   第三  思想接触的时
代    A 初期教士游客的著作    B 耶稣会士的报告书    C 孔子学说的介绍  二  耶酥会  三  西学东渐之初期
本论第一章  耶酥会士对于宋儒理学之反响  一  礼仪问题与耶酥会士之态度  二  耶酥会士之孔教观  三  
反理学之代表人及其著作  四  反理学在中国所生之影响第二章  中国哲学与启明运动  一  所谓“理性时
代”  二  启明运动之先驱－－笛卡儿  三  莱布尼茨与宋儒理学之关系第三章  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  一  
哲学与大革命  二  百科全书派与中国思想的关系  三  重农学派第四章  中国哲学与德国革命  一  德国古
典哲学之革命的性质  二  古典哲学与中国文化  三  叔本华之中国文化观简单的结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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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伽利略学说之输入。
来华耶稣会士灌输各项科学，尤以传人伽利略之天文学说最为新颖。
据近人为纪念伽利略逝世三百年纪念所作论文，①知伽氏与在华修历之耶稣会士关系甚深。
伽氏天文学之传人我国者，有关于地动之说，见《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六十五卷《历
法总部》《五纬历指》一总论。
此《五纬历指》乃罗雅各撰。
又关于木星等卫星，见《图书集成》同上、七十七卷《历法总部》《历法西传》，其中“加利勒阿”
②即今译伽利略，而《崇祯历书》内之《星图》，亦为根据伽氏的图说而成。
又关于天河之说，见同上七十七卷《新法历书》《历指》卷三恒星之三条与同上七十九卷《新法表异
》天汉破疑条，此为汤若望等介绍伽氏所发现的。
还有伽氏在物理学上的发明，如杠杆、滑车、螺旋及其用法，见邓玉函《奇器图说》；发明之空气温
度计，见《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九十二卷《仪象部》第一○八及一○九图。
伽氏改良的望远镜成于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即由阳玛诺著《天问略》
，加以介绍。
比例规亦伽氏发明，罗雅各本之著比例规解》；又《奇器图说》中亦有介绍，称为“规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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