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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产业创意研究所研究员，
国学专家，财经评论家。
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任新法家
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主要著作：《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2008年）；《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
想及其三十六计》（2010年）；《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2010年）。
译著：《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1911年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主编：《新法家说》（The New Lega list，中英双语，与陆寿筠先生合作，美国Tri—CityPress、香港东
方文化出版社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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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篇 一、中华文化的轴心：道、名、法 1.将中华文化主体等同于儒家文化是一种常识性错误。
 2.黄老之学——中华文化的轴心所在 二、名学一、二、三、四 1.名学的基本宗旨——正名 2.名学的“
立说轨范”：谓、故 3.立辞的三条原则：故、理、类 4.出故四法：辟、侔、援、推 三、名教一以名为
教 1.名教源于社会自然秩序 2.黄老之学极大地发展了名教礼义之学 四、名法——刑名法术 1.名法，循
名以责实 2.大秦帝国是如何炼成的 名学十三篇 序·重建名学 1.鄙名与伪名之灾 2.名学的重建 名学十三
篇·名实论第一 名学论今：名学与现代西方术语学 名学十三篇·白马论第二 名学论今：西方自然科
学需要补上中国名学这一课 名学十三篇·指物论第三 名学论今：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名 名
学十三篇·坚白论第四 名学论今：中国何曾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名学十三篇—通变论第五 名
学论今：为西学正名 名学十三篇·大取篇第六 名学论今：洋教条之害 名学十三篇—小取篇第七 名学
论今：诲人不倦的孔子怎会主张愚民 名学十三篇—大道篇第八 名学论今：中国近代何曾闭关锁国 名
学十三篇·齐物论第九 名学论今：为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正名 名学十三篇·正名篇第十 名学论今：中
国传统政体不是专制主义 名学十三篇—考伪篇第十一 名学论今：为中国古典学术正名 名学十三篇·
审名篇第十二 名学论今：比附之害 名学十三篇·鄙名篇第十三 名学论今：鄙名的历史成因 《形名杂
篇》译释 伍非百原序 要略第一 法术第二 分守第三 辞说第四 名理第五 思辩第六 《墨经》明辨精要 名
言类 辩术类 辩学类 先秦辩者诸论题本义考 类比推论发生的“一是而一非”的谬误 类比推论发生的“
一周而一不周”的谬误 类推中“行而异，转而诡。
远而失，流而离本”的谬误 《列子》中的相关阐述 《公孙龙子》中的相关阐述 《庄子》中惠子历物
十事 附录一对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的批判 附录二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与西学的中国化 附录三
神州何处觅大学——古今大学辨 附录四从三段论的失效看中国名学的内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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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名学一、二、三、四 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就是以本土学术为死的材
料，供西方学理肢解。
最后中学尽失，所得仍为西学——这一学界欲盖弥彰的奥秘早为陈独秀所揭穿——尽管陈独秀也认为
中国的学问只能作为历史材料来研究，但他少了些一般学人的虚伪。
 1924年2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第3号上发表了《国学》一文，他评论胡适（字适之）、章士钊（
字行严）研究名辩之学时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的逻辑所有
，真是何苦！
” 事实上，中国名学本是与西方逻辑学互补的学问，它们具有十分不同的学术品质。
 二者相比较，名学更适用于处理复杂的系统，比如社会系统，生物系统等。
名学将名位与职责相参验，可以直接用于社会治理，这使名学成为儒家名教之学和法家名法之学的基
础，而西方逻辑学显然没有这样实用性的社会治理功能。
 《战国策，韩策二》的一则史料很能说明名学的社会功用。
据说史疾为韩国出使楚国，楚王问他在研究哪方面的什么学问，史疾回答说自己学列御寇传授的正名
之学。
楚王感到不解，问史疾：“正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吗？
”史疾说：“当然可以。
”楚王又问：“楚国盗贼很多，用它可以防范盗贼吗？
”回答说：“当然可以。
”楚王接着问：“那么如何用正名来防盗？
”正在这时，有只喜鹊飞来停在屋顶上，史疾问楚王：“请问你们楚国人把这种鸟叫什么？
”楚王说：“叫喜鹊。
”史疾又问：“叫它乌鸦行吗？
”楚王回答说：“当然不行。
”史疾就说：“现在大王的国家设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等官职，任命官吏时，一定要求他们廉
洁奉公，能胜任其职。
现在盗贼公然横行却不能加以禁止，就因为各个官员不能胜任其职，这就叫做‘乌鸦不称其为乌鸦，
喜鹊不称其为喜鹊啊！
⋯（原文：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日：“客何方所循？
”日：“治列子圉寇之言。
”日：“何贵？
”日：“贵正。
”王日：“正亦可为国乎？
”曰：“可。
”王日：“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
”日：“可。
”日：“以正圉盗，奈何？
”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日：“请问楚人谓此鸟何？
”王日：“谓之鹊。
”日：“谓之乌。
可乎？
”日：“不可。
”日：“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
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名>>

编辑推荐

《正名:中国人的逻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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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