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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与 思想研究》把《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一并研究是一个创举，认为两书之间有着前后相继、
一以贯之的关系。
首先，两书的主导思想都是道家，从学派归属而言当属秦汉道家；其次，两书同处于为统一的封建帝
国确立统治思想的准备时期，《淮南子》则是以《吕氏春秋》为蓝本而写成的，不过，由于时间的发
展和两者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淮南子》显得更为丰富和系统。
再次，两书都以道家为底色，吸收了儒学的成果，而这种儒道互补是理解中国人性格的关键。
最后，两书的风格影响了魏晋玄学，而其思维成果则影响了宋明理学，包括向我们今人提供的具有道
家色彩的精神财富如包容精神、超迈风度、辩证思维、自然哲学、个体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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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次，吕书中占主导地位的合理成分，对于汉代唯物论与医学理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
例如《吕氏春秋》认为宇宙从浑沌未分的“太一”原始状态中分化出阴阳二气，二气交互作用产生万
物，这种素朴的宇宙发生论，为《淮南子》所继承和发展，形成我国古代最典型的唯物主义宇宙演化
论。
《淮南子》在天人关系上关于因天法地、无为而治的思想，也是取之吕书，不过它对于“无为”的概
念的含义，增添了更多的积极成分。
它关于事物的复杂性，多变性的许多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深刻认识，也是借鉴了吕书而后形成的。
东汉初的王充，提出了元气自然论的素朴唯物主义学说，这固然是他在与神学目的论的斗争中形成的
理论，但从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看，他对于前人的积极成果也有所吸收。
例如他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天地乃含气之自然，不能“故”生人与万物，人的智慧是禀受了精气而成
的。
这些重要的观点与《吕氏春秋》的天道观是一脉相承的。
王充本人并未明确说师承吕书，但承认自己对自然的看法“虽违儒家之说”，却合于“黄老之义”（
《论衡·自然篇》），也就是说与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潮相一致。
可以说王充的唯物主义哲学，是通过《吕氏春秋》这一中间环节来理解和消化先秦老子、庄子哲学中
的唯物主义思想的。
 在医学理论方面，可以举《黄帝内经》为例。
这本奠定了中医理论的伟大著作，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是战国直到西汉初年医学的总集。
它的编纂成书时代约在秦汉之际，其假托黄帝作为书名，是受汉初黄老思想影响的表现。
在这以前和以后，都不必借用黄帝的名号以抬高自己。
《内经》运用阴阳五行思想解释生理和病理的问题，认为人的生理体现了自然界阴阳二气运行的规律
，它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阴阳应象大论》），“清阳出上窍
，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阴阳应象大论》）；人的养生要顺着阴阳四时变化的
规律，否则就会生病；要使体内精气血脉畅通，才能保持健康；要控制感情，不因喜怒伤身；等等。
很明显这些观点是对《吕氏春秋》的人法天地的理论和养生之道做移植发挥而得来的，至少是接受了
吕书中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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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思想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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