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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巫史传统”为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正式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自
以为重要，学界却寂然。
乃单行再印，期空谷足音之回响也。
儒既与巫相连，如何适应当今局势似亦关键，乃补入互用文。
此序。
波 斋二0一0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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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泽厚认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
化了的巫史传统。
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
本书所收《论巫史传统》《“说巫史传统”补》和《说儒法互用》，专题论述了“理性化了的巫史传
统”是如何源起、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质，以及如何构成我们传统的基本文化范畴。
这些相互关联、发展的重要论述，从源头上探寻了中华文化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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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泽厚
学者，哲学家。
湖南长沙人，一九五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成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
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等多所大学客席教授。
重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中国
思想史论(古代、近代、现代)》、《历史本体论》、《论语今读》、《己卯五说》、《实用理性与乐
感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纲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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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说巫史传统（一九九九）
“说巫史传统”补（二00五）
说儒法互用（一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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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少吴、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书，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
这正是一大堆自远古而来包括卜筮、天文、地理、技术等等的各种材料，它们似乎组编成某种系统，
而为巫史们所掌握。
就整体说，这个“巫”“史”的理性化过程，有如童恩正所说：“当中国黄河流域的古代部族经历了
长达百万年的原始启蒙时代而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最笼统地来讲，需要两个领域内条件的成熟：一是
物质的领域，即生产经济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二是上层建筑的领域，即社会制度的改变以及孕育、
推进和维护这一新制度的意识形态。
如果巫在前一领域之内的作用是间接的话（但也并非可有可无的），那么在后一个领域中的作用，就
是直接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了。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说，没有巫师集团的‘制礼作乐’，就可能没有现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
所谓带有‘中国特征’的古代社会。
“从夏代开始，当中国的文明终于出现，国家组织形成以后，巫师的后继者祭司集团就构成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集团。
由于他们的最高领袖就是世俗的国王，所以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经济的指导者，与此同时，又
是一切精神财富的保存者。
如果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和经济史时，忽视了祭司集团通过宗教活动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那么这种研究，必将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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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先生的文章非常好看，哪怕内容艰深如《说巫史传统》，也是娓娓而谈，充满节奏感，还不时
出现华彩乐段。
　　中国有无数哲学教授和哲学研究者，然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在哲学、美学、思想史等领域提出
自己的创见，并在世界哲学的发展中留下痕迹的，却并不多。
李先生无疑是其中佼佼者。
　　&mdash;&mdash;刘再复　　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
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
应。
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
　　&mdash;&mdash;易中天　　李泽厚先生是一个思想史学者，但又和一般思想史学者不同，因为他
有很强的史学、史识和史才。
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举重若轻，常常几句话就点到要穴。
　　&mdash;&mdash;萧功秦　　李泽厚在中国历史境况中切身经验到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状态，因此，
今读经典、重释传统，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探求传统文化价值的转化性创造，其真实的动机无
疑是希望从儒家等传统文化里寻找可以实现现代转换的价值，以建构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家园。
　　&mdash;&mdash;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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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说巫史传统》编辑推荐：“李泽厚旧说四种”系列，系作者毕生学术思考之核心论点的结集，每册
集中阐述李泽厚的一个成系统的重要的学术观点和发现，由李泽厚亲自对此前其他版本的文字、注释
作了完善，并添新序。
经由这些小集，可从根本上把握作者庞大而深厚的思想体系。
我以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
史传统。
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
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
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
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
在。
——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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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李先生的文章非常好看，哪怕内容艰深如《说巫史传统》，也是娓娓而谈，充满节奏感，还不时出现
华彩乐段。
中国有无数哲学教授和哲学研究者，然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在哲学、美学、思想史等领域提出自己
的创见，并在世界哲学的发展中留下痕迹的，却并不多。
李先生无疑是其中佼佼者。
——刘再复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
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
应。
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
——易中天李泽厚先生是一个思想史学者，但又和一般思想史学者不同，因为他有很强的史学、史识
和史才。
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举重若轻，常常几句话就点到要穴。
——萧功秦李泽厚在中国历史境况中切身经验到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状态，因此，今读经典、重释传统
，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探求传统文化价值的转化性创造，其真实的动机无疑是希望从儒家等传
统文化里寻找可以实现现代转换的价值，以建构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家园。
——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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