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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9年我们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即开始进行宋明理学的研究。
因为限于全书的体例和篇幅，这一部分不可能展开分析，只是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理学家。
当时我就开始酝酿编著《宋明理学史》，以阐明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
成为一部与思想史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专门著作。
 事隔二十年，我们才开始执行这项科研计划。
1980年我们编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以后，邱汉生同志已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
我们即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进行讨论，分工执笔。
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资料，
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演变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做了积极的贡献。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活跃起来。
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著。
我们也读到海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这些对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起了激励的作用。
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宋明理学史》上卷已脱稿，下卷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这是哲学问题，同时
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
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
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
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
人民头上的华盖。
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
尽管如此，宋明理学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思想史上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
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有值得后人参考的若干珍贵内容，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和方法悉心加以鉴别，而不能笼统地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
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是孤立地叙述某个理学家的思想，而是试图阐明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
过程，以及理学家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占的地位。
理学中有程来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
它们相互法辩，相互渗透，又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
这一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众所周知，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朱理学，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确立了它在学术上的庞大规模与独特的体系，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
发展达五、六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
由此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理学形成的历史原因何在？
朱熹究竟如何集大成的？
为什么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过深远的影响？
王守仁心学又是如何崛起的？
为什么在明清之际理学趋于衰颓？
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奉献于学术界，以供参考和讨论。
还要提到的是，在一部关于理学史的专门著作中，不能只是写鼎鼎大名的理学家，还有一批虽然不大
知名，但在理学的演变或理学思想渊源的承接传授方面有过影响的理学家，也是不能忽视的，应当对
他们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说明。
元代理学的研究长期被忽视。
其实，元代理学的资料并不少，而其演变和发展的线索也是很清楚的。
在这部专著中，我们开辟专章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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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只有掌握了元代理学的特点，才能了解宋代理学是如何经过这个中间环节而转向明代理学的
。
另外，与理   学相联系的象数学也是不能忽视的。
总之，理学史不是一部理学家的评传，也不是思想通史中的某几个章节，而是一部在宋明这一特定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思想演变的历史。
我们在这部著作中试图写出这个历史过程，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一时难以完全做到，缺点和错误在
所难免。
   我认为，要符合历史实际地将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写出来，研究者如果以理学思想作为指导，以
理学写理学，那是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的，而且还会歪曲这个历史过程。
如果只是停留在封建社会里进步学者的水平，象黄宗亲、全祖望那样，充其量只能编纂出象《宋元学
案》这样的思想史著作；这在清代是了不起的事，但在今天来看，它只是历史编纂学，还远远不是科
学的思想史，不是科学的理学史。
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局限。
我们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又必须有所创新和发展。
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写出象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著作，同样
不能算是一部科学的理学史。
我们的研究必须严格地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五四运动迄今六十多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历史的研究才
能成为科学。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进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才能还它以本来面目，使我们了
解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是否能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那是需要通过学术讨论来
取长补短、修正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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