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哲学史新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哲学史新编>>

13位ISBN编号：9787300148632

10位ISBN编号：7300148638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立文　主编

页数：4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版）》
将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分为中国哲学原创期的先秦百家哲学，哲学发展期的汉唐儒释道三教哲学，哲
学造极期的宋元明清理学，哲学延续期的中西会通的近代哲学和融突创新的现代哲学，彰显了中国哲
学逻辑发展整体过程和特色，回应了中国哲学在当前所面临的冲突，度越了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
题。
本书提出了中国哲学创新的三个标志，即是核心话题的转换，人文语境的转变和诠释文本的转换。
由先秦的道德之意、两汉的天人之际、魏晋的有无之辩、隋唐的性情之论、宋明理气心性之辩，到近
现代的中西新旧之争，核心话题的论辩，随人文语境的转变，体现了每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核心话题
所依傍的诠释文本也由“五经”、《公羊春秋》、“三玄”、佛经到“四书”，最后落实到与时偕行
的和合学创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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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立文，男，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
198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
在长期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中，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建构了传统学、新人学及
和合学哲学体系。
专著有《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中国哲
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周易帛书注译》、《宋明理学研究》、《朱熹思想研究》、
《走向心学之路》、《李退溪思想研究》、《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张立文文集》（38
辑）等，多次获北京市、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
曾获退溪学国际学术奖，被收入国内各种名人录及英国剑桥、美国、印度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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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子墨子言日：“必立仪。
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就像在旋转着的陶钧上测量早晚的日影一样），是非利害之
辨，不可得而明知也。
故言必有‘三表’。
”何谓三表？
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于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
废（通‘发’，实施）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　　《非命中》和《非命下》所言“三法”与上述“三表”，文字上稍有不同，如《非命中》所言
“三法”中“于其本之”者在“圣王之事”前多了“考之天鬼之志”，而“于其原之”者以“征以先
王之书”替换了“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但是，它们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综观《墨子》一书，墨子所提出的尚贤、尚同、兼　　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任何主
张，无不以天志、鬼神和三表法为依据或评判的标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墨子为评判一切树立的是以
天志为本兼以“圣王之事”、“先王之书”、“百姓耳目之实”、“国家百姓之利”的综合标准。
而且，对墨子来讲，这些标准既是密切相关、相通一致又是可以彼此连环互证的。
　　“三表”法的提出，是墨子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以“三表”法作为检验
、判断人们言论、认识之是非真伪的客观标准，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先明确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
哲学家。
具体来说，第一表是以前人的间接经验作判断是非的依据，既十分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又极力反对
复古守旧、“必古言古服”的先王观；第二表是以群众耳闻目见的、直接的亲身经验作为认识的本原
或判断是非的标准和根据，把劳动人民的感官经验与认识论或真理标准问题联系起来，正是墨子在认
识论史上的一大非常之创见；第三表是以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的实际功利效果作为检验认识、判断是
非的标准。
综观墨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说其立说的原则和宗旨尤以第三表最为根本和重要，因为其所有的社
会政治主张莫不以用以治世而“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不过，墨子也自有墨子的思想局限性，由于他太过亟于要为世间立法，因此他想利用任何可资利
用的文化传统的资源来证成其理想的仪法或评判的标准，为证成而证成，而缺乏对自己理想仪法和所
立标准的正当合理性的自我反省和怀疑精神，所以难免会流于粗疏和浅陋。
　　就墨子的天志鬼神论而言，诚然如任继愈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一书中所言
：“墨子的天鬼理论，基本上是理智而非感情的产物，与其说是出于内心虔诚的信仰，不如说是出于
推行其政治主张的需要，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既然墨子对天鬼的尊信仅仅是一种被抽空了内容实质
的“‘方法，性的手段”，那么它“实际上便成了空话了”，但墨子的思想毕竟还拖着这样一条传统
宗教神学的尾巴，其本意原是想用来加强其理论主张的正当性及其思想学说的力量，而实际上却反而
损害了其理论的纯洁性，使其思想的理智品格受到极大的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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