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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拙著《易学哲学史》中文本已出版三种：（1）1986、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上中两册）；（2
）1991年台湾蓝灯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修订本，四卷）；（3）1994年华夏出版社（四卷本）。
关于此书的宗旨和特色，在三种版本的自序中分别各有简介，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勘误问题，此三种版本皆有错误，或脱行，或错排，或印错卦象和字句。
此次再版，为中文版第四版，以华夏本为蓝本，参照北大版和台湾版，重新作了校勘和订正，乃较为
完善的本子。
此版附录部分，共选入拙著四篇论文：三篇为谈帛书易传，作为汉初易学的补充；一篇为谈太极图的
来源和演变，作为宋代易学的补充。
　　此版得以刊行，多蒙《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编委和昆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由北大哲学系七名博
士生分担校勘工作，认真负责，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校勘工作，如秋风扫落时，错误在所难免。
盼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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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伯崑（1923～2007），河北宁河（今属天津）人。
当代哲学史家。
曾为北京大学教授。
本书是作者的哲学研究代表作，也是易学研究领域中的权威著作。
全书系统研究《周易》经传所蕴含的哲理，从义理辨析的视角全面梳理了《周易》原典的诠释及由此
形成的从先秦到清代乾嘉时期易学理论流变史，重点探讨了历代易学的宇宙观、本体论及其思维方式
，并旁及其他相关问题。
本书从经学史的角度阐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
本书使用的是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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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伯崑(1923—2007)，著名哲学家、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东方国际易学研
究院院长、冯友兰学术研究会会长、《国际易学研究》创刊人。
主要著作有：《易学哲学史》、《先秦伦理学概论》、《朱伯崑论著》等。
是继冯友兰、张岱年之后的第三代中国哲学史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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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阴阳观念说明事物的性质和变化，始于西周末年的史官伯阳父，所谓“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
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
阴阳指寒暖二气，寒气为阴，暖气为阳，认为阴气压迫阳气，所以有地震。
其所谓阴阳，属于天文学的概念。
春秋时期，掌管天文的史官，亦以阴阳二气说明气候的变化。
如周内史叔兴解释“六鹚退飞过宋都”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左传》僖公十六年）
。
此是以阴阳二气的变化说明风大，使水鸟退飞。
又鲁国梓慎评论日食说：“旱也。
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此是说，气节已过春分，阳气正盛，仍不能胜过阴气，日食过后，阳气
大盛，必有旱灾。
又周景王二十三年，其乐官州鸠解释音乐的作用说：“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
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乐成，上下不罢，故日乐正”（《国语·周语下》）。
此亦是以阴阳说明节气的变化。
春秋末年越国的范蠡，将天文学中的阴阳说概括为“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
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
阳至而阴，阴至而阳。
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
并且将“阴阳”观念应用于兵法，以隐蔽和退守为阴，进攻和显露为阳，所谓“后则用阴，先则用阳
”（同上）。
范蠡的阴阳说可以说是对西周以来阴阳观念发展的总结。
　　到了战国时期，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发展了春秋时代的阴阳说，以阴阳为哲学范畴，解释天地万
物的性质。
《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其所谓阴阳，亦指阴阳二气，但认为二气相交则生万物，所以万物都具有阴阳两个方面的性质。
《老子》的阴阳说在战国时代起了很大影响。
道家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都以阴阳范畴说明万物的性质及其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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