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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由冯达文、郭齐勇两教授主编。
全书约70万字，时间跨度自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共分为先秦时期的哲学、汉唐时
期的哲学、北宋至明中叶时期的哲学、明中叶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哲学、近代中国（鸦片战争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哲学发展等五编。
本书在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新思维、新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传统训诂
和现代诠释等方法，以文献史料为主，兼顾考古发掘史料，尽力摆脱和打破以往哲学史简单分类、教
条化及西方模式，凸显中华人文精神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围绕中国哲学史每一历史时期各哲学学派和
哲学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思想来展开有重点性的梳理、阐发、探讨、分析，力求准确地诠释和通俗地表
达传统哲学思想的意蕴，并充分注意传统哲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全面展示其哲学本体论、价值论、
人生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各个侧面，从而建构和撰写出一部耳目一新的中国哲学史教材。
全书篇幅适当，体例架构新颖，资料运用得当、内容充实而简约，是一部颇具思辨性、科学性、原创
性、新颖性，适合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研究生以及自学中国哲学史读者学习的有益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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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先秦时期的哲学
绪论
第一章 孔子创立的儒家哲学
第一节 “与命同仁”的观念结构
第二节 “为仁由己”的道德哲学
第三节 “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
第四节 孔子哲学的思想史价值
第二章 老子奠基的道家哲学
第一节 以“道”为终极本源的宇宙论
第二节 “反者道之动”与经验世界的辩证展示
第三节 由宇宙论开出的人生观和政治论
第四节 老子哲学的历史地位
第三章 墨子建构的墨家哲学
第一节 “兼以易别”的社会政治理论
第二节 二元分立的世界观构成
第三节 “三表法”与经验主义的认知主张
第四章 早期儒家的性命说与孟子对儒学的深化
第一节 “性自命出”与早期儒家的“情性”说
第二节 《大学》、《中庸》的“性命观”
第三节 孟子依“不忍人之心”确立的性善论
第四节 孟子“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学说
第五节 孟子以“仁心”行“仁政”的治国思想
第五章 道家思想的弘扬与庄子的精神追求
第一节 《太一生水》所展现的宇宙生成过程
第二节 庄子的“齐物论”
第三节 庄子的“道通为一”说
第四节 庄子的“逍遥游”
第五节 援道入法的稷下之学
第六章 阴阳五行说的发展与《易传》的气化流行论
第一节 阴阳五行说的发展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第二节 《易传》的“变易”思想与气化流行观
第七章 名辩思潮与后期墨家
第一节 惠施的“合同异”辨析
⋯⋯
第八章 荀子对儒家“外王学”的拓展
第九章 法家集成者韩非子的哲学
第二编 汉唐时期的哲学
绪论
第一章 秦汉之际的“黄老”思潮
第二章 董仲舒的“天人相与”说与儒学的神学化
第三章 王充的自然哲学
第四章 道家的新发展与魏晋玄学
第五章 早期道教的神仙思想与丹道理论
第六章 佛教的传入与两晋南北朝的佛学源流
第七章 佛教的鼎盛与隋唐佛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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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道教的国教化与隋唐道教哲学
第九章 经学的重整与唐代儒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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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首先，在爱的范围和程度上，儒家依据宗法伦理，承认有亲疏远近之别、贵贱差等之分。
墨子则坚决反对宗法伦理，主张爱无差等：“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
其身。
”（《墨子·兼爱中》，下引该书只注篇名。
） 其次，在先后顺序上，儒家主张先爱自己之“亲”，然后再推及别人之“亲”，是谓“推己及人”
。
墨子则相反，要求人们首先去爱利别人的父母：“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
也。
”（《兼爱下》）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自己的父母也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最后，在爱与被爱的关系上，儒家主张尽心，不言回报，只求尽职尽伦，不过问自己的权利。
墨子则站在功利的角度，提出了对等互报的原则：“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
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
此所谓乱也。
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
”（《兼爱上》）就性质而言，儒家的仁爱学说是一种彻底的义务论，墨子的兼爱论因对实际利益和
后果的重视而呈现出功利主义的色彩。
 墨子认为，儒家“差等之爱”的出发点其实是自私自利，因而在最终结果上和极端的利己主义并无不
同；社会中的许多罪恶和不平等现象如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故获得富贵，也都是由这种“差等之爱
”引起的。
墨子相信，把这种“差等之爱”推到极致，必然会出现“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
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天志中》）的结局，因此，他坚决主张“兼以易别”，即用平等的无差
别的爱来代替那种有差等的爱。
 就对“差等之爱”的批判而言，墨子的“兼爱”论显然有其积极意义，它有力地揭露了传统宗法等级
制度的不合理，同时也暴露了儒家伦理的局限。
儒家以亲族为起点的推及之爱，注入了贵族性的“恩泽”成分，无法突破此族与彼族、贵族与平民在
经济利益上的分隔与界限。
但另一方面，墨子抹去人我之别，把人与人的关系设想成包括在经济利益上的无差别无对立的境界，
又使他的“兼爱”学说蒙上了一层具平民性的空想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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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全书篇幅适当，体例架构新颖，资料运用得当、内容充实而简约，是一部颇
具思辨性、科学性、原创性、新颖性，适合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研究生以及自学中国哲学史读者学习
的有益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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