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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学为什么发生于中国？
儒学怎样发生于中国？
所谓“儒家文化”是什么？
孔子与《论语》——怎样“即凡而圣”？
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何在? 通过阅读本书你就能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本书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了儒学——这一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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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国人文社会第一章 儒学的存在形式　第一节 儒学于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　第二节 儒学于中国
文化中的表现　第三节 孔子：一位真实的“凡人”　第四节 《论语》：一部常识的“教训” 　第五
节 孔子与《论语》——怎样“即凡而圣”？
 　第六节 解读儒学：从《论语》开始第二章 儒学为什么发生于中国？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　第二节原始中国的自然基础　第三节 “姓氏”——中国居民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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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儒”——起源问题上的讨论　第二节 “儒”的原义　第三节 中国文化统一的基础：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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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哲学中的实践论　第一节儒学中的“为”概念　第二节 “为”的核心内容　第三节
“为”的基础或反命题——“有所不为”者第六章 儒学的“宾语”——“礼”：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论
　第一节 “礼”的文化史渊源　第二节 “礼”的社会一政治意义　第三节 “礼”的自然一文化意义
第七章 儒教——儒学的异化　第一节 “儒教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何在？
　第二节 “儒教”发生的文化一历史基础　第三节 “儒教文明”中的“皇帝”制度　第四节 “儒教
文明”中的“郡县”制度　第五节 “儒教文明”中的“三公九卿”制度　第六节 “儒教文明”存在
的社会基础第八章 儒家文化——儒学、儒教的社会化　第一节 所谓“儒家文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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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 “儒家文化”的载体——“我思”与“此在”的统一第九章 新儒学——从儒教与儒家文化藩篱
中超越　第一节 新儒学发生的文化机缘　第二节 新儒学完成的形而上学　第三节 “狂禅”——最后
的“儒家精神” 第十章 “内圣外王”——儒家的文化遗嘱、现代新儒家的历史理想’　第一节 “儒
学现代转化”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文化会通”方法的继续　第三节 “内圣外王”思想纲领的借用
　第四节 “内圣外王”——中国文化之梦结语 儒学：因“未来”而有意义的“人文之梦” 附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儒学导论>>

章节摘录

　　作为一种“自源文字”而存在的特殊的汉字，也是产生于一种人类文明中的“普遍”——与很多
古老文字一样，它产生于用人类用自身意识到的“形象”去把握存在“真实性”的图画。
远在文字发明以前很久，原始图画就已经出现。
在欧洲旧石器时期的“马格德林文化”和中国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中，都可以见到相当可观的
原始图画一艺术创作。
于原始图画发展的基础上，用相互联贯的系列图画去表现一个较为完整的意义，就是文字的嚆矢。
从中发展起来的这类文字，至今仍有遗存，如古埃及旧王国时代的图画文字与丽江纳西东巴象形文字
即是；而现代语言也还是建立在可以作出“图像还原”这一基础上的。
　　商、周甲骨卜辞，金文中的不少文字，与半坡等地出土的器物上的图形、符号相互间的区别不是
太大的。
而卜辞、金文破译的过程，也是饶有意味的。
刘鹗于《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开始时的困难在“以六书之指推求钟鼎多不合，再以钟鼎体势推求龟
版之文又多不合。
”后来，在发现了“古象形文字第肖物形，不必拘拘于笔画”这一文字史逻辑之后，始走上“每释一
器，首求字形之无牾，终期文义之大安。
初因字以求义，继复因义而定音；义有不合，则活用其字形，借助于文法，乞灵于声韵，以假读通之
”的坦途。
卜辞、金文的破译，证明“依类象形”几乎是所有文字的共同起点。
卜辞、金文的能够破译，证明汉字至今距“依类象形”这一起源仍是不太遥远和不太曲折的。
　　但文字终究不是对客体的单纯记录，它更是人类主体在客观影响下组织意识所形成的信息载体，
是为了可与他人分享不同个体从不同途径获得的“文化经验”的工具。
因此，绝大多数文字于“象形”之后未久即走上了与“话语”相统一的道路。
《尚书?多士》中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大约于先商时期，汉字就已进入了系统化。
在这一系统化过程中，于突破单纯记录客体的文字发展的关键时刻，汉字却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以
“图画”加“图画”来合成主体所赋予世界的“意义”，即“比类合谊，以见指伪”的“会意”字的
发明。
文字远落后于语言的发展，这一不可逆的趋势，加快着文字拼音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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