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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哲學是中國哲學史中最具原創性和強韌生命力的哲學智慧。
本書是作者累積三十多年在這一相關領域研究和教學的經驗和能量而撰成。
全書分六篇按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之學派分類，每篇論述一學派。

（一）將近世出土文獻的主要哲學論題有史脈性地概括於書中；
（二）把握原典所蘊含之哲學性問題，如本體論、宇宙論、天人關係、心性論、認識論、人生境界的
工夫實踐、倫理學、政治哲學等；
（三）作者重視原典、基本概念的精確分析、論述脈絡的清晰性、理性結構的系統性，以及文字表述
的可讀性；
（四）兼重文化史和思想史，資料詳備，務求對先秦哲學的內涵有一情境性、脈絡化的理解；
（五）強化對名家、墨家及荀子之邏輯和知識理論之紹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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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春海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輔仁大學哲學系及東吳大學兼任教授
學歷：輔仁大學哲學博士（1977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
著作：《易經哲學原理》、《兩漢魏晉哲學史》、《朱熹哲學論叢》、《中國哲學概論》(主編)、《
儒家的淑世哲學》、《易經哲學的宇宙與人生》、《朱熹易學析論》、《王船山周易闡微》、《竹林
玄學的典範——嵇康》、《陸象山》、《儒家哲學論集》、《中國哲學精神發展史》（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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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篇　儒家學派的源流與思想內涵
第一章　儒家哲的前沿–魯國與西周文化
第一節　魯國與宗周的文化因緣
第二節　祭天祀祖的精神傳統
第三節　禮樂文化中「親親上恩」的核心價值
第四節　儒家之源流與特色
第二章　《周易》原經《尚書》及《詩經》所呈現的西周哲學與文化
第一節　西周《周易》原經的天人思想
第二節　《尚書》以德配天的天命觀和以德治國論
第三節　《尚書》對殷商思想之述要
第四節　《尚書．周書》的主要篇章要旨
第五節　《詩經》的天論及詩教的人文價值
第三章　春秋時代的儒家思想–以《論語》、《左傳》為主軸
第一節　由孔子與隱者之遇，觀孔學的旨趣和精神
第二節　《論語》中禮義與仁的關係
第三節　儒家人文生命的實踐–由「敬」的工夫入路省察
第四節　《左傳》的人文思想
第四章　孔子至孟子期間之儒學–以近世出土文獻為依據
第一節　戰國時代的儒家佚籍及分期
第二節　楚簡儒家佚籍的「性情說」
第三節　竹、帛〈五行〉篇的「行」與「德之行」之辨
第四節　《大學》、《中庸》的心性修養之人道與治道
第五節　《中庸》論「慎獨」、「致中和」及贊天地化育
第六節　出土儒家佚籍之其他重要論題
第五章　戰國中期的孟子學派
第一節　「性」、「命」之實質涵義
第二節　性命論與人生價值觀
第三節　存養推擴、盡性致命的道德修養
第四節　對孟子心學的評價
第六章　戰國晚期的荀子學派
第一節　荀子的時代背景
第二節　性偽之辨與天人之與「分」和相「參」
第三節　緣於人類共同生活需要的社會起源說
第四節　「維齊非齊」的社會正義觀
第五節　知識與禮憲的生成論
第六節　社會建制及其管理系統之規劃
第七節　社會經濟思想
第八節　社會理想與社會機制
第九節　荀子的評價
第七章　孔門易學與《易傳》的哲學
第一節　馬王堆帛書《易傳》之孔門易學
第二節　傳世本《易傳》的哲學旨要
第二篇　道家學派
第一章　道家思想與文化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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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道家、黃老之學、道教與齊學的淵源
第二節　齊的地理形勢與東夷人之原始宗教信仰
第三節　東夷族之原始宗教信仰對道教的深遠影響
第四節　以姜太公為代表的齊學特色
第五節　齊學對道家以及黃老道家之影響
第二章　老子的形上學
第一節　《老子》以「無」釋「道」，建立起超本體論（me-ontology）
第二節　「道」所涵具之形上屬性──道體與道用
第三節　以「道相」、「道徵」闡發道化的人格典範
第三章　老子的生活智慧和政治管理智慧
第一節　老子的生活智慧
第二節　老子的政治管理智慧
第四章　郭店及上海博物館出土簡文之道家思想
第一節　當代道家出土文獻概況
第二節　郭店竹簡中的〈太一生水〉
第三節　〈恆先〉
第五章　莊子的形上學
第一節　道論：道樞與兩行
第二節　莊子的氣化論與形神說
第六章　莊子的逍遙說及其美感人生
第一節　煩惱與痛苦之肇因：以形役神的「成心」
第二節　形役神勞的治療：心齋坐忘
第三節　神與物遊的逍遙之樂
第四節　依道製器的藝術實踐
第七章　莊子〈天下〉篇與〈齊物論〉之道術觀
第一節　〈天下〉篇對諸子析評所展示的道術觀
第二節　〈齊物論〉的道術觀
第三節　 對比〈天下〉篇與〈齊物論〉的道術論
第八章　《管子》與《黃帝四經》的天道與治道
第一節　《管子》書中「道」之形上屬性及其與人之關係
第二節　《黃帝四經》的天道論
第三節　《管子》與《黃帝四經》天道論之比較
第四節　《管子》書中的治道論
第五節　《黃帝四經》的治道論
第六節　《管子》與《黃帝四經》治道論之比較
第九章　鶡冠子
第一節　《鶡冠子》
第二節　《鶡冠子》的「道」與「法」
第三篇　墨家學派
第一章　墨子及《墨子》一書
第二章　「天」的超越特徵及其與人的關係
第三章　兼愛之德的涵義
第一節　文王為體現天之兼愛的「法儀」
第二節　兼愛與別愛之異
第四章　貴義之德的涵義
第五章　墨學的政治、社會實踐
第一節　尚同於政治菁英和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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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尚賢使能
第六章　墨學的知識原理與方法
第一節　墨學論認知的條件、途徑與表述方式
第二節　辯論之推理方法
第七章　評論
第四篇　法家學派
第一章　法家的源流與特色
第一節　法家的源起、分流和前驅人物–管仲
第二節　子產
第三節　李悝
第二章　法家的三大派
第一節　重法派的商鞅
第二節　重術派的申不害
第三節　重勢派的慎到
第三章　集法、術、勢三派之大成的韓非子
第一節　時代、思想背景及問題關注所在
第二節　「法」的涵義及其超越依據–「道」之屬性
第三節　人與道的互動關係
第四節　趨利避害的社會人性論
第五節　法、術、勢交互為用的集大成者
第六節　韓非政治管理哲學的侷限
第五篇　析名辨實的名家邏輯學
第一章　對名家的概述
第二章　鄧析的名實論
第三章　《尹文子》的邏輯學說
第四章　惠施名學中的邏輯思想
第五章　公孫龍子的主要名學論題
第六篇　陰陽家學派
第一章　「陰」、「陽」釋義及其相互關係
第二章　做為「氣」概念的陰陽
第三章　〈易傳〉中的陰陽概念
第四章　五行的源流
第五章　鄒衍與陰陽家
第一節　鄒衍的「始終五德之運」說
第二節　鄒衍與齊學
第三節　戰國至漢初「陰陽」與「五行」合流之氣化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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