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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哲学史稿(下)》内容简介：中国哲学有独特的范畴。
在中国哲学里最早提出的范畴是“天”。
“天”的原意是主宰，是天命，也就是上帝。
周人灭殷，给“天命”加了新的解释，叫做“天命靡常”。
天下不一定是哪一姓的，唯有“德”者受之。
到了春秋，开明的思想家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叫做“天与人与”。
这个解释不一定自孟轲始。
人们早就说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这是在唯心主义范围内对“天”所作的递次进步的解释。
苟况出来，把“天”直接还原为苍苍之天，说“天人相分”，它不管人事。
人可以顺应天的规律，创造“天”所没有的东西。
这就由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
可是，在地主阶级转向保守以后，他们又要假“天”以自重了。
到董仲舒手里，“天”又成了有意志的上帝。
此后，在唯物主义者，“天”一直是苍苍之天，不过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
在唯心主义者，“天”一直是上帝。

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采用理智的范畴来表明宇宙的起源的，是道家。
它的最高的范畴是“道”，认为“道生天地”。
这显然是客观唯心主义。
这即令是错的，也表明他们已有很高的抽象思维的能力。
在“道生天地”的前提下，庄周又提出“通天下一气耳”的命题。
在他们，是道生气。
经过“道”的物质性的逐渐增加，到了王充，虽然不无动摇，却提出了天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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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叔平（1905-1984），中国现代哲学学者、教育家。
安徽人。
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兼哲学系教授、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学评议组
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o哲学》卷顾问、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等。
主要著作有：《历史唯物主义纲要》、《中国哲学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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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为什么缺乏衣食、国为什么财用不足呢？
李觏看出：“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富人虽有丁强，而乘坚驱良。
食有粱肉，其势不能以力耕也，专以其财役使贫民而已。
贫民之黠者，则逐末矣，冗食矣。
其不能者，乃依人庄宅为浮客耳。
田广而耕者寡，其用功必粗。
天期、地泽、风雨之急，又莫能相救，故地力不可得而尽也。
”富人占有了土地，穷人没有土地；富人不种地，穷人无力种地。
因此，已经开垦的土地不能尽地力。
另一方面，“山林薮泽原隰之地，可垦辟者，往往而是，贫者则食不自足，或地非已有，虽欲用力未
由也，富者则恃其财雄，膏腴易致，孰肯役虑于茁畲（开垦，第一年叫蕾，第二年叫畲）之事哉？
故田不可得而垦辟也。
”荒地很多，贫者无权无力垦辟；富者宁愿掠夺熟地，不愿垦辟荒地。
这样，“地力不尽，则谷米不多。
田不垦辟，则租税不增，理固然也。
”（《富国策》第二）应该承认，李觏看出了问题。
他的分析，除了所谓“黠者逐末”那一点以外，是正确的。
但是，问题怎么解决呢？
李觏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
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
”这个分析是十分精辟的。
但他却以为解决土地问题靠“法制”：“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
不可得而食也。
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
尧舜复起，未如之何矣！
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
”（《平土书》）在这里，李觏的论断是现实的，办法是空想的。
土地在富人手里，法制也在富人手里，他们肯制定“平土之法”么？
这真是“尧舜复起，未如之何矣”！
是的，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
但是，在封建社会内部，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农民的平均主义，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是空想的。
李觏的“平土之法”，是为稳定封建统治着想的，也是空想的。
土地私有必然产生土地兼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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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哲学史稿(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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