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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
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
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
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
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
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
，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
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
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
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
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
和边界。
　　　　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
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
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
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
想与信仰的历史。
　　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
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
，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
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
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
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
统。
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
，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
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
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
的同一性。
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 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
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
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
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
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
的种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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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
1950年生于上海。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
 已出版的主要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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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 导论（上） 引言 思想史的写作第一节 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的历史第二节 知识史与思想史第三节 “道”或“终极依据”第四节 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导论
（下） 第一节 无画处皆是画第二节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第三节 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
物第四节 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
、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第一编 引言 遥远的古代第一节 重构上古思想世界：传统文
献、现代理论以及考古发现第二节 卜辞中所见的殷人观念系统第三节 周代残存文献与铜器铭文中所
见的思想演进第四节 作为思想史的汉字第五节 后世思想史的背景：仪式、象征与数字化的世界秩序
第二编 引言 所谓“轴心时代”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代的一般知识与思想第二节 “士”的崛起与思想变
异第三节 思想传统的延续与更新（I）：儒第四节 思想传统的延续与更新（II）：墨第五节 思想传统
的延续与更新（III）：道第六节 战国时代的精英思想和一般知识：方术及其思想史意味第七节 百家争
鸣与三种话题（I）：宇宙时空第八节 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II）：社会秩序第九节 百家争鸣与三种话
题（III）：个人存在第十节 语言与世界：战国时代的名辩之学第三编引言 百家争鸣的尾声与中国思想
世界的形成第一节 秦汉时代的普通知识背景与一般思想水平第二节 哲理的综合：从《吕氏春秋》到
《淮南子》第三节 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第四节 经与纬：一般知识与
精英思想的互动及结果第四编 引言 异域之风第一节 汉晋之间：固有思想与学术的演变第二节 玄意幽
远：三世纪思想史的转折第三节 清整道教：关于道教思想、知识与技术的宗教化过程第四节 佛教东
传及其思想史意义第五节 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续）第六节 佛教征服中国？
第七节 目类、类书和经典注疏中所见七世纪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主要徵引书目后记七世纪至十
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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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早期中国的符号，比如大汶口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它们究竟能否算是真正
成型的汉字?①近年来热烈讨论的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否就是“四千年前
中国的文史纪实”，或招祖护佑驱邪的卜辞?②还很难说，至少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出符号的意义，所以
它是图画还是文字，它是偶然性刻画还是有意识写字，就不可能有结论。
但是，殷商的甲骨文、商周的铜器铭文，却已经是极为成熟的文字，从这一点来看，文字的起源要比
商周早很多。
现代的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建构了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在语言文字中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
思维和意识结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占汉字的结构和古汉语的句法中，我们能够看到古代中
国什么样的思想呢?    思想靠语言表达。
世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由于语言或文字的传媒来认识的，语言在人们的思维中构筑了第二个世
界。
通过语言的传递，人们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依靠语言的调整，人们在心中重新建构了一个更
完整的观念世界，借助语言的表述，人们又把自己思索中的观念世界转告他人。
于是，实存的现象世界的延续构成了实存的历史，而语言的观念世界的延续就形成了思想的历史。
    人们不断地用语言来表述、修正、传递思想，语言构筑的思想世界就反过来影响着人们对于实际世
界的理解，甚至真的在改变实际世界的状态。
“必也正名乎”这句话，说明在那个时代，尤其是通过语言来激烈争辩的时代里，思想家已经感受到
了语言对于世界的意义，于是人们很自然地会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以及语言文字中的思路进行追
问：语言能否真正切实地说明或如何说明世界?人们能否通过或怎样通过语言来调整世界的实存状态?
人能否或如何超越语言而直探世界本身?    春秋战国时代，逐渐成长的名辩之学既是具体的争论产物，
也是形而上的语言哲理思索的结果。
尽管那个时代并没有什么称作“名家”的学派，后世所谓“名家”的一个学派，只不过是后人特别是
汉代人“回溯性”归纳和追认的结果，但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把握，名辩是那个时代的每个思想家
必须关心的技术，作为思辨性的语言研究，名辩之学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追问的关于语言与世
界的根本性问题。
    “辞之辑矣，民之协矣。
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古人是相信语言的力量的，至少在巫祝史宗把握了文化权力的时代里，语言
是有一种神秘功能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巫祝史宗的时代，“象征”往往可以等同于“事实”本身，通过“象征”的
调整与确认，人们相信，事实世界也就得到了调整与确认，这一传统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的“正
名”思想中就有早期巫祝史宗通过“象征”来调整世界的意味——只不过多种多样的“象征”在孑L
子及其后人那里渐渐单一化成了“语言”，因为在所有的“象征”中，“语言”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
的，“言以知物”的意思就是说②，每一个文字、语词都是一个象征，它靠音、形来譬况并引起人的
联想，它不仅仅是单名也往往是同类事物、现象的共名，它把它所譬况的事物或现象在人的思维中强
制性地归纳起来，确认它们，当人们二说出或写出它来，其他人就可以联想到所有这一类事物或现象
，不论它们是否真的在场，而这些字、词、句有了一个清晰的秩序时，它就起了清理世界秩序的作用
。
    对于语言的态度，春秋以来的思想家并不一致。
坚信语言可以说明世界的是孔子及其后人，他们关心的中心是社会，他们恪守着传统的语言系统，希
望社会秩序稳定在原有的语言系统上。
所以他们固执地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名”和“实”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是天然合
理的，这种“名”确认的是一个合理的“实”的世界，任何“实”的变化都不应改变“名”的秩序。
据说，春秋时代的邓析曾经“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不遵循传统的“名”而另行其是，很多追随他
的人也抛开习惯的思路，“学讼者不可胜数”，于是导致了郑国的秩序大乱③，那么，孔子所谓的“
正名”就是希望通过对“名”(语言)与“实”(世界)关系的调节来整顿社会秩序，维持旧时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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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新时期的“等级”的一致性。
在他们的心目中，尽管“名”与“实”并不一致，但是“名”对于“实”的规定性和调节性是必须肯
定的，“名”有永恒而稳定的意义，尽管时间流逝，世事转换，但“名”决不可变异。
他们希望以这种“名”维持传统的秩序的稳定和延续，而改变了的世界应当去将就这种秩序，换句话
说，他们维护的是旧的语言系统对世界的规范和确认，而拒绝为世界的改变而改变旧的语言系统，所
以孔子有一句老话叫做“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是象征等级身份和秩序的车服，“名”是证
明等级身份和秩序的爵号，传说，有人为卫侯立下大功，请求“曲悬繁缨以朝”，得到允许，孔子就
极为感慨说，可以给他土地，但不可以把名称与象征随便给人，这是君主才能掌握的东西，“名以出
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①
。
“名”对于孔子一流思想家来说，尽管它只是语言系统，但它却象征着亘古不变的神圣秩序，尽管它
常常与现实不合，但它却是调节和安置秩序的基本框架。
    墨子一系与孔子一系关于“名”的看法不同，墨子所依据的不是既定的秩序和旧有的传统，而是特
别重视实际，常常倚重现有经验以确定知识，所以他认为“名”并不具备永恒的意义，而是要由实际
内容来判断。
《墨子》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一个瞎子认定“钜者白也，黔者黑也”，但是他并不知道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他们之所以说黑白，其实并不是根据“名”来的，而是根据经验③，所以，语言并不是亘
古不变的永恒，而是应当根据历史事实效应来调整它，这叫做“言必有三表”。
“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首先考察“古者圣王之事”，得到历史依据
，其次体察“百姓耳目之变”，获得人间支持，再次验证于刑政，看看它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国家百
姓人民之利”，以求实用证明④。
在“名”与“实”的关系上，墨子显然偏向于经验主义，语言在他看来是一个后起的东西，并没有绝
对的意味，语言有效与否的根本依据在于经验。
    但是，老子对于语言的态度似乎更加激烈。
他基本上是不相信语言的，因为他的关注处在于超越经验与语言的“道”，而不在于具体的事物与现
象，语言无法说明、描述这种玄之又玄的“道”，能说明的“物”又总在变动流迁。
于是，他认定“名”是没有永恒性也没有绝对性的，一切语言反而能够壅塞人的智慧的感悟能力。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①，老子承认，语言在万物起源时就已经产生，三十二章中说，“始制有名
，名亦既有”，但他又告诫人们，一定要懂得语言的限度，语言不是永恒的，因为一方面万物变动不
居，一方面“道无常名”，还有语言不可说明和表达的，故而对语言始终要有一份疑问，对经验也要
有一份警惕，“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②。
于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③，“信言不美，美言不信”④，语言并没有调节宇宙秩序的意义，
只能妨碍人们体验终极的天道。
如果说，孔子坚持语言的调节性，墨子坚持经验的可信性，那么，老子可能坚持的只是直觉的超验性
，他对语言和经验都表示怀疑⑤。
    接下来让我们看战国中期的情况。
    前面我们说到的，只是早期思想家对于语言与世界的态度。
态度多出自一种感受与一种需要，并不见得对语言有特别的研究，因为他们不是把语言看成是重铸或
调节世界的“模范”，看成是把握经验世界的“工具”，就是把语言看成是体验终极与神秘的“障碍
”，社会秩序、经验知识和宇宙天道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而语言本身的问题却在焦点之外模糊一片
。
因为对于单纯的名辩，至少儒、道一直是很反感的，前者是因为纯粹的语言思辨不能整顿社会秩序，
后者是由于语言的缠绕不能体悟玄幽之道。
但是，是否一种语言的思辨没有使用和功利就没有意义了呢?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并非如此，语言是思
想的运算符号，人们借助它来了解世界，体验存在，那么，它的各种词语、句法和陈述样式中潜含的
论理，就直接影响到思想的水准。
但是，尽管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在使用语言，却只有一直在考虑“名”、“实”关系的墨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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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及一直在以“名”、“辩”技术为探究对象的惠施、公孙龙等，才真正地把语言的思辨或论辩技
术提升为一门形而上的学术①。
    近年上海博物馆收购的一批属于战国中期的楚简中，有一部分被整理者题为《物先》或《天道》，
据说，其中曾经讨论了现象世界与语言世界的关系，特别讨论了“或”(不确定性的存在)、“又(有，
确定性的存在)”、“生(生命的存在)”以及“音”(语音)、“言”(语句)、“名”(语词)、“事”(事
物)之间的相关性，还提出了“音非音，无胃(谓)音，言非言，无胃(谓)言，名非名，无胃(谓)名”的
名辩思路，可惜的是，竹简释文还没有公布，不能在这里讨论，不过，至少它的出土，证明当时的思
想世界中，“语言”与“世界”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了。
    首先我们当然要看惠施、公孙龙一系以“名辩”著称，专门以“名”相辩论的学者。
    《庄子·天下》说，惠施以自己的见解来观察天下，并且公之于众，使得天下的“辩者”都被吸引
到这些话题上来，而“惠施日以其知与人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又说恒团、公孙龙是“辩者之
徒”，以名辩之术“胜人之口”，但是“不能服人之心”②。
可见，在惠施与公孙龙等辩者那里，“辩”已经成了职业与兴趣，“辩”的内容渐渐在这种辩论中淡
化或退出，而“辩”的技巧则凸显成思索的对象，于是便导致了一个思想史意味上的变化：首先，语
言与事实发生了分离，成了纯粹运思的符号，进而，辩者把这些符号任意挪移，并有意识地违反语言
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变异的语言本身成为哲理思辨的内容。
《庄子·天下》所谓“(惠施)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荀子·非十二子》所谓“(惠施)好治
怪说，玩琦辞”，就是说这些辩者已经不再把语言当做思辨的工具，而已经把语言当做思辨的对象，
为了在语言中显现他们的特殊想法，于是在他们那里，语言本身发生了倾斜、扭曲和变异。
    惠施论辩的资料大多数已经亡佚，现在只有《庄子·天下》记载与评述的那一部分，其中具体论辩
的内容有七项①：    一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②    二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③    三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④    四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五  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
⑤    六  连环可解也。
    七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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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思想史的背景——评《中国思想史》　梁济生 孙锋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以下简称葛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描述了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
的世界”，凸现了精英和经典的背景和 底色，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都为思想史增添
了新的内容。
 　　“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 世
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 在思想史的
视野中。
” 　　所谓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 
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它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被人们普遍认可，并作为日常
生活的规则、解释。
任何一个精英都会接受这些一般知识和思想的启蒙，在日常生活中遵从其指导，“所以它可以成为精
英与经典思想发生的真正的直接的土壤与背景。
”在这样的视角下，思想就成为从共同的知识体系出发，对相同问题的共同关注和不同思考。
例如，在传统的思想史中，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总是经渭分明，有时甚至是水火不容。
葛著则认为是当时人们在同样知识背景下对宇宙时空、社会秩序、个人存在的共同思考和不同 阐解。
由于大家处于同一知识体系、观念框架、话语系统中，这种思考与阐释难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恐怕比前者更符合历史事实。
 　　思想史视野的拓宽，使我们注意到被传统思想史忽略的部分，理清了在传统思想史中有着重 要
地位的精英思想的渊源。
原来，在传统思想史中难登大雅之堂的星占卜筮、房中养生、兵 家阴阳，却在实际的生活世界中扮演
着如此重要的角色；阴阳、黄老、儒法，这些对后世有至深影响的思想流派，竟与星占历算、祭祀仪
轨、医疗方技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
思想并不仅仅是天才们的想法，也深深地植根于普通人的知识、观念中。
或许这种实际存在于普遍 的社会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的接续和演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历史，或
许正是这些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日用而不知的知识与观念才真正主宰着社会生活甚至历史本身。
 　　当思想史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叙述角度和观察框架，把过去并不那么精英和经典的文本也当做构筑
思想史语境的资源，那么，那些平时并不被重视的信札、书画、年历、日记、公文、广 告以及其他的
种种资料，就会进入思想史的视野(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
 　　思想史一旦开始关注一般的知识与思想，它所依据的文献和资料便大大地丰富起来，一些被传统
思想史忽略的文献、实物便进入了思想史的视野，成了“思想史解释的资源”。
在这方 面，葛著创获尤多。
 　　其一，对考古新成果的运用。
20世纪后半段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葛著吸收了这些新发现和众多学者的研
究成果，并做出“思想史的解释”。
在第一卷第一编中，葛著通过对良渚玉琮的形状、纹饰、质地及其象征意义，对濮阳龙虎图案所象征
的东西 空间观念、春秋时间观念，对凌家滩玉龟玉版刻有的神秘四极八方图案的分析，指出：中国古
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由天地四方的神秘感觉和思想出发的运思与想象 ，是中国古代思
想的原始起点；列举出土文献中兵书、数术、方技类占相当数量，说明这些看似形而下的知识却正是
古代思想的知识背景和基本依据。
 　　其二，是对汉字和目录学等材料的分析。
“现代的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建构了人们意 识中的世界，在语言文字中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沉
的思维和意识结构”，基于此，葛著探讨了汉字的象形以及古代中国人感知事物具体性的传统的形成
，作为词的汉字的衍生分类和汉 语的句式特点与中国人思维分类的关系，指出，由此可以推测古代中
国思想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理解古代中国生活的重心和兴趣。
此外，通过对比《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著录书籍数量的增多与门类的减少显示两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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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知识与思想的演变，透过《艺文类聚》等类书的分类次序，来显示当时社会对知识与思想的整和
与规范，用《五经正义》等对经典的注疏，来勾勒被政治权力所确认的知识与思想的大体边界，这些
至少在思想史的写作中称得上独辟蹊径。
 　　其三，是对图像资料的分析研究。
这也是本书对“思想史解释的资源”的最大开拓。
因为图像同文字一样也是历史中的人们所创造的，它必然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而
在其中恰恰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
临沂金雀山九号墓、马王堆汉墓不约而同出现绘有上、中、下三层世界的帛画，在大量汉墓中出土的
反映升天题材的画像石，透露出当时人们对普遍关心的关于生命、人生幸福等问题的焦虑和思考，以
及支持这种思考的那个时代的普遍知识和思想观念。
同样，当利玛窦将第一幅依照西洋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进献给万历皇帝时，它所代
表的新的世界观念就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天下”、“中国”、 “四夷”观念形成冲击，使中国一直以
来作为支持政治、文化、思想、生活的终极依据的普 遍知识与信仰的合理性受到质疑。
在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辩论声中，中国的知识、思想、信仰 世界发生了变化，尽管这变化相当艰难和缓
慢。
 　　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葛著可能深受某些西方学者如福柯、如年鉴学派的影响，在笔 者
看来，葛著对上述新材料的运用也缺乏系统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总结，显得有些随意和杂乱 ，然而，“
作者试图从新的角度写出一部中国思想史，尽管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是学术界 一种可贵的探索，也
代表了一种方向。
”(葛剑雄语)而且，注重对思想史背景的考掘和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这本身就是对传统
思想史写作模式的突破。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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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谈到写作这部思想史的初衷及特色时，葛先生说，首先，以往的思想史可以说是精英思想的历史，他
认为精英思想固然应该记录，但这些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究竟起多大作用却值得怀疑，我们应该关注的
不只是那些经典的文本和精英思想，更应关注在实际的历史生活中起作用的那些一般的普通的知识和
思想，发掘以前不为人们关注的平庸的时代和平庸的思想，这些思想并非与精英思想毫无关系，而是
后者存在的土壤和依据；另外，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造成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的
思想史多运用古代经典文献，而这部思想史则在文献以外将目光投射到以往不为人注意的古代星占历
算、祭祀仪式、出土文物、医学著作、地图、绘画、墓室壁画等等，挖掘出他们对于思想史研究的重
大价值。
从结构上看，以往的思想史多以精英思想家作为划分章节的依据，而此书则按照思想延续的过程对整
个中国思想发展史进行了宏观的把握，比如传统的思想史对盛唐时期的研究几乎空白，而实际上这一
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大的思想家，但仍应对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进行具体分析，找出孕育后代思想的渊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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