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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勉文库”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部分著名学者的著作选辑，文库的选编由华东师范大学思
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其前身包括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80
多年来，这里先后汇聚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建树与学术影响的学者，如吕思勉、施蛰存、冯契、徐震
塄、许杰、吴泽、王元化、苏渊雷、陈旭麓、李平心、戴家祥等。
在几代学者的前后传承中，华东师范大学不仅在人文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
且逐渐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其特点包括：注重学术积累、鼓励创造性思考、倡导严谨的学风
、贯通中西之学，等等。
收入文库的学术著作，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以上传统，其作者既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中具有代表性
的学者，又在相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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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雨廷
　　1925——1991，上海人，当代著名易学家。
生前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
潘雨廷先生早年师从周善培、唐文治、熊十力、马一浮、杨践形、薛学潜等先生研究中西学术，专心
致志于学问数十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
潘雨廷先生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宇宙与古今事物的变化，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对中华
学术中的《周易》和道教，有深入的体验和心得。
他的著作是20世纪中国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张文江
　　1956年生，上海市人。
1978—1982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
1982—1985年师从施蛰存先生攻读中国文学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典学术、先秦文化和文学。
主要著作有《钱钟书传》、《管锥编读解》、《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古典学术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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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潘雨廷学术文集》出版说明
文王数字卦初探
　一、论天干地支与数字卦
　二、初论数字卦与阴阳符号卦的转化过程
论孔子与“六经”
　一、引言
　二、历代认识孔子有汉、宋、清三变
　三、直接考察孔子一生与时代的关系
　四、孔子“志于学”至“而立”后的情况
　五、孔子“不惑”至“知天命”后的情况
　六、孔子周游列国以达“耳顺”的情况
　七、孔子返鲁后以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情况
　八、结论
论《德道经》的“执今之道”
论庄子的思想结构
论编辑成《周易》者的思想结构
卦爻辞的原始意义
十翼的形成
论《史记》的思想结构
详论《汉书?艺文志》，以见中国的“目录学”犹今日的
“系统学”
《参同契》作者及成书年代考
《参同契》的易学与服气之道
《易》与《华严》
引言
《易》贯《华严》颂
河图与《华严》十方五十三参
洛书与《华严》九会七处
普贤行愿显微
论初期佛教与吾国思想的相互影Ⅱ向
　一、汉魏
　二、西晋
　三、东晋
论陈抟先天易与禅机的关系
论《周易》四百五十节文献与密宗的三密
论佛教之显密与易象
《悟真篇》及其功法
　一、论《悟真篇》的象数结构
　二、综论《悟真篇》的当下功法
　三、并论《参同契》与《悟真篇》以究其功法
论王船山以易学为核心的思想结构
易学象数与现代数学
附录一 论朱熹以易学为核心的思想结构
附录二拟写《道教史》之目录
附录三潘雨廷著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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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庄子生卒年再考庄子之生卒年。
按梁惠王当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凡公元前369—前335年为前元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前319年为
后元十六年，共计五十一年，继之者为梁襄王。
齐宣王当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凡十八年，继之者为齐滑王。
又楚威王当公元前339—前329年在位，凡十年，乃上承宣王而继之者为怀王。
且当楚威王时，庄子已有贤名，而威王愿许以为相，取公元前329年论，则庄子至少已四十岁。
威王初即位时，庄子约当三十岁许，钱穆所考，兼及此十年间。
今取威王即位时庄子年三十岁，又以寿八十计，庄子之生卒年为生于周显王元年（前368），卒于周赧
王二十六年（前289）。
有关重大事件基本相应，晚年似当于蒙闭门著述，其著作对后世有极大影响。
 三、庄子与孟子又约同时有孟子，其著作自宋后，更起重要作用。
然孟子与庄子虽为同时代人，生前可能见面而并未见面，且于著作中各不相及。
《史记》所谓“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而于孟子为例外，斯亦怪事。
以时考之，“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则其年已老自不待言。
与在位五十一年之梁惠王相比，乃有不似人君之诮。
其后孟子即去梁，以是年七十多岁而论，则较庄子长二十岁。
以孟子寿为八十岁，于一生大事亦基本相应（其生卒年为公元前387—前308年）。
晚年孟必归邹以著述。
况孟子一生对世事并未起大的影响作用，弟子亦无有名者，故庄子可能仅知稷下派而不知孟子。
而孟子对年轻约二十岁，且愿归隐之庄子当然亦不屑一顾。
宜孟与庄能相忘于江湖。
而战国时的儒道之辨，实起于孟与庄，老与孔的生前并不如是，此不可不明辨之。
孟子情况另文详之，以下详究庄子之思想结构。
 四、庄子与惠施与庄子有关之学者，首当重视惠施，惠施于惠王时曾相梁。
钱穆考得惠施卒于襄王五年（前314）后九年（前310）前，年六十余，基本可信。
故于其卒年，庄子约五十余岁。
于《庄子·徐无鬼》提及“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实已当惠子死后十余年，因文内谓“宋元君闻
之”，“元君”指宋偃王太子，登位在魏襄王二十年（前299）。
其时庄子约已七十岁，犹念念不忘，可见惠施实庄子仅有之知己。
主要应理解庄子与名家之同异。
唯庄子之思想结构，已知名家理论当为思维的基础，此所以能以惠施为质。
然最后所体验有得之道，则归诸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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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潘雨廷学术文集》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对象各异，但都在不同的意义上展现了历史衍化与逻辑脉
络的统一。
从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历史的深沉，也不难领略思想的睿智。
在学术进路上，文库中的著作固然存在不同侧重：一些主要以历史源流的疏通为指向，另一些则更多
地关注于理论的阐释或理论的构建，但这种不同的侧重，又基于史与思的统一这一共同的基础。
要而言之，以“学无中西”、“史”“思”的统一为视域，文库中的学术著作既展示了富有个性的理
论品格，又蕴含了深厚的学术积累意义，由此，它们也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思
想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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