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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哲学是世界几大类型的传统哲学之一。
它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
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
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
的过程，曲折地反映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中国哲学史》围绕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详细阐述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先秦哲
学、封建制时期的哲学、秦汉时期的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的哲学、宋元明清时期
的哲学、中国近代哲学、中国哲学的特点。
理论丰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供广大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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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哲学第一章 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之形成一、夏商时期宗教信仰形
态二、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三、古代的阴阳五行观念四、早期的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第二章 孔子与
儒学的发展一、孔子的“正名”思想二、孔子的“仁”与“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三、孔子的认识论
思想四、孔子的天命、鬼神论第三章 道家学说一、“小国寡民”与“无为而治”二、“道”生万物的
宇宙论思想三、“反者，道之动”的转化思想四、“为道”与“为学”五、庄子对道家思想的发扬六
、庄子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七、庄子的“齐物”思想第四章 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一、孙武“富国强兵”
的军事思想二、“知己知彼”军事认知理论三、《孙子兵法》中的战争观念第五章 墨子及其构建的墨
家哲学一、墨子的“兼爱”思想二、“天志”、“明鬼”天命论三、墨子的认识论思想四、功利主义
的社会历史观五、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六、“循所闻而得其意”的认识论第六章 《易传》与《管子》
中的积极思想一、“道”与“器”二、《易传》中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三、管子的政治社会理论和“精
气”说四、神秘主义的认识论第七章 战国时期的名家哲学一、惠施的明辨思想二、“离坚白”与“白
马非马”说第八章 战国时期儒学的发展一、告子的人性论二、孟子提倡“仁政”及对儒学的深化三、
“性善”论和“良知”的认识论四、荀子的社会历史观五、荀子的人性论和“人定胜天”的天道观六
、“虚一而静”的认识论第九章 商鞅与韩非的法家哲学思想一、商鞅的社会历史观二、韩非的法治思
想三、“缘道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四、韩非的自然观第二编 魏晋-隋唐时期的哲学思想第一章 汉朝
初期的哲学流派一、黄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二、陆贾的《新语》三、贾谊的哲学思想第二章 董仲舒对
儒家思想的改造和谶纬之学一、董仲舒的政治理论二、“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及其认识论思想三、“
性三品”的人性论⋯⋯第三章 扬雄和桓谭的思想概述第四章 王充与范缜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第五章 
王弼与魏晋玄学的兴起第六章 裴颇和欧阳建的哲学思想第七章 郭象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第八章 汉
唐时期的佛教哲学及其宗派第九章 汉唐时期道教的发展第十章 韩愈、李翱的心性哲学与反对佛教的
斗争第十一章 唐朝中期的哲学思想第三编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第一章 李觏的经世致用思想与王安石
变法第二章 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第三章 宋明理学的代表——二程第四章 集理学之大成——朱熹的客
观唯心主义体系第五章 陆九渊、王守仁以“心”为本的哲学第六章 陈亮、叶适的哲学思想第七章 罗
钦顺的哲学思想第八章 王艮、李贽与泰州学派第九章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第十章 黄宗羲及其哲学思想
第十一章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第十二章 颜元、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第四编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哲
学第一章 龚自珍和魏源的哲学思想第二章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第三章 变法维新时期的哲学思想第四章 
严复的经验论哲学思想第五章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第六章 章炳麟的民主革命理论第七章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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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和较量，封
建制终于战胜了奴隶制，先后建立了魏、赵、韩、齐、楚、燕、秦七个封建国家。
秦国实行封建化改革最晚，也最为彻底，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后期的强国，奠定了后
来统一中国的基础。
封建制度的确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先秦哲学随之产生和
发展。
春秋时期，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斗争十分尖锐。
这时奴隶主贵族已经没落，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奴隶和平民实行了更加残酷的剥削与压迫。
新兴封建地主势力和没落奴隶主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春秋时期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没落奴隶主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竭力鼓吹有意志的天，要人们听从于“天命”的安排。
新兴地主阶级及其同盟者小生产者则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结合本阶级的利益，用无神论、唯物
主义反对“天命”论的宗教有神论和唯心主义。
这时哲学上的主要代表有：以墨子为代表的，反映新兴地主和小生产者利益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反对
奴隶制礼乐制度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反映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维护奴隶制礼
乐制度的思想。
两者之间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反对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无神论和
唯物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起来。
思想战线上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条路线的斗争。
先秦哲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中国哲学的萌芽、诸子前哲学和诸子哲学三个阶段：①萌芽时期。
哲学的萌芽是同原始宗教相联系的，主要表现为相信灵魂不死和崇拜自然物的自发观念。
在殷商奴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上帝神权观念，周灭殷后发展为天命主宰一切的观念，周公提出
“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以《易经》和《尚书·洪范》为代表的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尚
未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表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幻想的一种联系。
②诸子前哲学。
西周末至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天命神权也发生了动摇。
在《诗经》中出现了疑天、责天的思想。
出现了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对自然界的变化作了某些唯物主义的解释，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同
时发展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伯阳父、管仲、史伯、医和、子产、晏婴等人，可以称为先秦诸子前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
③诸子哲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是中国哲学进入诸子百家之学的开端。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先后出现儒、墨、道、法、名、阴阳等重要学派，围绕着天人之际
和古今之变以及名实、礼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哲学论辩，学派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吸取，每个学
派内部也不断分化和发展，使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从而促进了哲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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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哲学史》：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宋禅学、宋明理学⋯⋯中国哲学源远流长，道
、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凝结着中国历代思想家的大智大慧。
中国哲学史——影响你一生的智慧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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