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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中国思想史纲》是结合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一起编著的。
由于比较偏重哲学思想的论述，1963年曾以最终是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1980年和1981年中国青
年出版社曾分上下册出版，后数次重印。
本书大体依据侯外庐主编的五卷六册本《中国思想通史》的主要论点编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
也可看作是《中国思想通史》的缩写本，但是在编写过程中有所侧重，有所补充，有所发展，实际上
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并非《中国思想通史》的简单重复和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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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中国奴隶制社会及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时期的思想　　第一章　殷代与西周的思想　　
第一节　殷代和西周的传统思想　　中国古代阶级国家的形成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
有着悠久而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
从远古起，我国境内的许多民族就共同开发着祖国的山河大地，而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由于土地肥
沃，自然条件良好，周围氏族繁盛，更具备了进入文明社会的有利条件。
据传统文献记载，在公元前第三千年后期，黄河中下游就出现了最早的国家—夏王朝。
但关于夏代，因为迄今发现的直接史料较少，还不能作确定的研究。
我们可以认为，从夏代到商代这几百年的历史，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转化为奴隶制国家，当时似乎正处
于向国家形成的转变过程。
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夏末商初，黄河中下游的居民大都带上氏族制的残余，逐渐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
　　在这一时期，“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一方面阶级已经产生，城市与乡村的分裂正在发展；另
一方面原始社会的氏族制还没有被完全突破，而是顽强地遗留下来，并束缚着私有制的发展。
当时统治者（奴隶主贵族）居于城市；被统治者（奴隶）居于乡村，组成村社，两者都由血缘纽带维
系着。
这两个血缘集团，既形成了阶级的对立，又形成了城市与乡村不可分离的统一。
　土地和奴隶劳动力，在法律上都属于奴隶主的国家所有。
这样的社会经济的构成，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发展途径。
　　就生产工具而言，商代以至西周都处于青铜器时代。
在商代的遗址中，曾发现规模较大的青铜器制造场。
考察当时的青铜冶铸技术，可以推定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使用铜器的历史。
商代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同时兼营畜牧业；手工业中纺织业和制陶业也比较发达。
　　商代中叶，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所以商代的后半段在历史
上也称为殷代。
殷的遗址已被发现，经过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宫室遗址、陵墓和器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
甲骨b辞和一些有铭文的青铜器、石器、玉器等。
通过这些直接的文字材料，我们对殷代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
　　殷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宗教　殷人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需要，天文学和历法相当发达。
在卜辞中可以看到殷王国各地向中央报告日蚀或月蚀的记录。
当时通行的历法，以六十甲子循环的干支记日，十日为一句，并有置闰的制度。
殷人也注意气象观察，对风向、云相和雨、雪、雹、虹、雷等现象都作出详细记录。
同时，由发掘出来的大规模的建筑遗址看来，应该肯定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发展的几何学知识。
在工艺方面，殷人也有相当高的水平，例如在冶金上已经掌握了剂合不同硬度的青铜的技术，并能铸
造精美的大型器物。
所有这些都是剩余劳动的表现。
　　古代的科学知识与宗教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殷代正是这样的情况。
殷人认为在叫做“下”的人的世界上面，还有叫做“上”的神的世界。
他们按照当时社会中阶级对立的状况，幻想在“上”界里有一位至尊无上的大神“帝”（或称“上帝
”），其属下有许多臣吏。
殷人还崇拜一些自然神，如日、风、云、四方、山河等。
对祖先的奉祀也是宗教的重要部分，有时在祀典时对上帝、自然神和祖先是不分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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