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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磊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招收的博士学位研究生之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当时要求不但要出成果，也要出人才，
从而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有关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特别招收了一批硕士、
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工作人员。
陶磊入学后，由中国科学院席泽宗院士和我一起指导。
我们强调学科交叉培养，因此他的论文题目选定为《淮南子·天文》的研究。
这个题目是相当困难的，由于他的知识基础颇好，学习又很勤奋，终能顺利完成，取得学位。
　　卒业以后，陶磊博士坚持继续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
读者看现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印行的他的这本《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其“自序”开头就
说“这是我的第三本书”。
陶磊博士的第一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2003年齐鲁书社
出版；第二本书是《从巫术到数术：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200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
这两本著作视角新颖，内容充实，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尤其是后一本，撰稿于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期间，较多征引外国汉学家的各种成果，
更是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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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这本新著，着眼点仍在于中国文化的形成演进，而集中阐述“从
宗教到哲学”的过渡历程。
作者自己讲，这本来是两部书，融合到了一起。
实际上，所云“思孟之间”，子思乃孔子之孙，相传师承曾子，曾子系七十子后进，子思居七十子弟
子之列，而作为“早期易学”中心的《易传》，亦应于七十子及其弟子时定本形成。
由此足见，这两个题目之间，彼此实有内在互补的联系，无怪乎合为一书之后，读来并没有不自然的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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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早期儒家而论，他们并没有形成纯粹的哲学趣味，我们今天所以能看到他们的一些哲学性的思
考，大多与他们对礼的阐发有关。
学者讨论孔子的思想中心，有主仁与主礼两说，或者认为仁与礼之间存在着关联，不能割裂。
如果可以将孔子对仁的思考看作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很显然，他的这个思考并没有与礼彻底脱离，
其中最典型的表述，“克己复礼为仁”，直接将仁与礼挂钩。
礼在早期儒家的论说中，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
在哲学趣味浓厚的思孟心性学中，关于心性的哲学性论说，也可以说是为论证礼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而
展开的。
换一种说法，早期儒家的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用儒家的术语来表述，是论道与行道的统一。
　　哲学的出现，即人类理论思维的突破，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也不例外。
在中国，这种突破并没有发生与此前文明的断裂，而是表现出了很强的连续性，尤其是在儒家文明中
，哲学的出现并没有与此前的文化母体断裂开，而是呈现出了连续的图景，这主要表现在礼是理论哲
学突破前后的文化的共同载体。
当然，这种连续性限制了儒家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礼从来不单纯是仪式、礼器、身体周旋动作等可见之物的简单组合。
从它一产生，其中即包含了很强的精神性的内涵。
我们讲的从宗教到哲学，主要是立足于礼本身所包含的精神性内涵来说的。
这种精神性的内涵，笔者认为，首先是对行为主体的德的强调。
孔子说，“人而无仁如礼何”，这是理论思维突破后的人们关于礼与德必须匹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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