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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
反过来，中国哲学又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不但为中国哲学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和优美的人文环境，而且直接孕育
和诞生了中国哲学，并一直滋润着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源源不断地为它提供思想营养和精神资源
。
中国哲学诞生之后，作为中国文化有机的与特殊的组成部分，它又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经验与精神
智慧，表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感情和意志，并把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创造出灿烂辉煌、气势恢弘的东方文明?为什么在饱经忧患和屡遭挫折之
后，能够不断自我更新，走向胜利，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是因为中华民族有一种“自强不息
”的毅力与意志，有一种“厚德载物”的胸怀和气魄。
然而，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只有通过中国哲学的提炼、集中、加工和理论化，才能从感性上升到理
性，从自发变为自觉，从而成为一种强大的、经久不衰的精神力量。
中国哲学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伴随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前进步伐，中国哲学迄今已经延续了三千多年。
早在史前时代，我们从先民的创世神话和宗教信仰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的萌芽，而黄帝及尧、舜
、禹诸先王的实践智慧则为中国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更重要的思想资源。
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其标志是《周易》古经的成型，箕子《洪范》的
传授，还有周公提出的敬德观念与礼乐观念。
从此，中国历代都有一批著名的哲学家，他们以圣人、贤者、智者、隐士、名士等等不同身份，在中
国大地上立言立教，讨论宇宙与人生的根本问题。
他们的思想前后相继，汇成了中国哲学史的长河。
大体说来，整个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哲学开拓和探索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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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配合“面向21世纪哲学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为哲学系本科生学习中国哲学史而编
写的一部教材。
也可以作为其他专业选修或自学中国哲学史的参考书，还可以作为外国留学生习中国哲学史的入门书
。
我们力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新成果和新面貌，从整体上系统地梳理中国哲学的历史
脉络，全面地展现中国历代哲学的丰富内容，尽可能突破旧的思想模式，实事求是地埋揭示中国哲学
史的普遍价值和民族特色。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产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
反过来，中国哲学又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不但为中国哲学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和优美的人文环境，而且直接孕育
和诞生了中国哲学，并一直滋润着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源源不断地为它提供思想营养和精神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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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萌芽（史前至夏殷时期）中国哲学的萌芽，有赖于中华先民精神文化的发展，更
直接地则受到原始思维水平的制约。
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分别表现在中华先民的创世神话、宗教信仰和实践智慧中。
第一节  中华先民原始思维的发展原始思维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以意象而非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要素
。
意象是具有某种意义的、观念性的形象，它能分解，又能组合。
例如羊的意象就可以分解为羊头和羊身两个意象，而羊头和人身两个意象又可以拼接起来，先民的羊
图腾就是这种拼接起来的意象。
在其他宗教性的和艺术性的形象中，也都能看到意象分解与组合的种种表现。
意象还可以类化，类化后的意象也有一定的抽象性与概括性。
如牛之名或牛头的意象，即超越了个别的牛，而表示牛一类或类似牛的对象。
兵、戈一类的实物意象，不但可用它们表示这些武器本身，还可以表示战争或挑战。
而衡量原始思维的发展，就是看其意象的活动能力与活动水平。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猿人的思维尚不能离开直接的制作活动，但意象水平仍在缓慢地提高。
考古学家从四川巫山人、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以及其他有关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人工制造的工具
。
由此可以肯定，这些先民的头脑中已经出现了制造工具的目的意象，有了被制造出来的刮削器、尖状
器、砍砸器等工具意象，自然还有作为劳动对象的种种石料意象。
有些石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从中也可看出先民意象分化或分类的某种能力。
北京猿人是晚期直立人中最著名的代表，他们事先从几公里外把石料搬到他们居住的山洞里，对不同
的石料有不同的加工工艺，他们的石锤和石砧已有固定化的趋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哲学史（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