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思想学说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思想学说史>>

13位ISBN编号：9787563366071

10位ISBN编号：7563366075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岂之

页数：651

字数：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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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学说史>>

前言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撰述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整整六年。
在我写序的时候，全部稿件已整理、修改完毕。
朋友们曾建议我写一篇长序，叙述《中国思想学说史：隋唐卷》对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理解以及研究方
法。
也有朋友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一部书的思路、方法是不能脱离具体内容的，没有必要单独提出并加以
论述。
以我个人读书的习惯来说，特别是读学术著作时，首先要看序，希望序扼要地叙述书是怎样写成的，
以及阅读时应注意哪几点。
如果是长序，与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我往往略过，或者待读过全书以后再来补读。
同时我相信，读者对于书的评价，并不以序为准，序里说得再好，读者未必相信，主要还是取决于书
的内容。
基于此，我决定为《中国思想学说史》写一短序，而且在序里只表述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此书其他
作者。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学习和研究中国思想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侯外庐先生。
1948年，外庐先生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开“中国思想史”课，我选读并且坚持听到底，受益不少。
他将思想家和思想学派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不是从概念到概念。
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去说明思想的来源及其影响，力求找到根底，是很有意义的科研工作。
外庐先生在讲课中不仅给我关于思想史的具体知识，而且给我一种研究学问的方法。
离开学校，进入工作岗位，我又有机会参加外庐先生主持的一些编著中国思想史的科研项目，在他的
具体指导下，我对他的学术研究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
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自己的理解，他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史，并不以当时苏联官方和某些
学者的意见为准，敢于和他们“商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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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思想学说史》是由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张岂之先生主持编写的大型思想史丛书。
它涵盖了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各个重要时期的重大思想及各家学说的阐述和研究。
本书为《隋唐卷》。
全书分为民族社会篇、儒学篇、佛教篇、道教篇和科技篇等五个部分。
本书史料丰富翔实，语言质朴通俗，学术视野开阔，是对隋唐时期思想学说史做出的积极有益的新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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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岂之，著名思想文化史专家。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
现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编和独立撰写的学术著作有：《宋明理学史》（与侯外庐、邱汉生合作主编）、《中国思想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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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民族社会篇　　在中国思想学说史上，隋唐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儒学、经学、佛学、史学等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些进步与成就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隋唐两代依靠武力的征服，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天下的统一。
这不仅顺应了民意，也使王朝的建立有了合法性基础，从而赢得了广大士民的支持。
经过约一百年的调整、发展，唐帝国发展到鼎盛阶段，国力强盛，社会安定，国民富庶。
隋唐时期所拥有的长期稳定与繁荣，营造出民族雄伟、阔大、强健的精神世界，广大民众对国家的未
来、民族的兴盛、社会的发展充满着信心和乐观向上的情绪。
雄厚的社会物质生活基础，以及相应的精神世界为当时思想学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核心在政治。
隋唐时期从整体上讲。
政治较为稳定，特别是唐朝前期。
政治清明，君主明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大臣的意见和监督，在众臣的讨论权衡下作出最后的决
策。
这一局面促进了唐代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治不仅作为学术可以讨论研究，而且能够通过相应的渠道
影响现实的政治。
政治的清明、文化政策的宽松为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隋唐时期的科学技术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
隋唐时代的人们在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水稻种植、建筑、丝织、制茶、陶瓷、冶金、造船等各个领
域中，总结前人的经验，不断开拓积累，发明创新，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
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文化，是民族智慧与学术文化高度发达的结晶；同时它又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与社会
经济形成巨大的积极的影响。
科学技术与整个文明发展存在着互动的关系。
很显然。
当时的技术进步与思想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种精神氛围之中。
隋唐卓越的技术成就充分体现出当时人们开放的视野与胸怀，以及富有想象的精神品质。
这与隋唐思想学说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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