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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20年代初，梁任公为南开大学文化史讲演，著为《中国历史研究法》。
任公说：“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
”（《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我在中学时期读过《中国历史研究法》，颇受启迪，在治学方法上
获益不少。
　　20世纪70年代末，张岱年先生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著为《中国哲学史方
法论发凡》，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先生提出：“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派别’的论断也适用于中国。
第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的丰富的史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
析。
第三，要明确肯定中国周秦以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必须理解中国古代唯物论的理论内容，充分
认识其历史的价值。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序》）张先生认为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
　　周桂钿同志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有年。
先后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多人，曾多次讲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现在加以整理修改，汇编结集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一书。
这是一部跨世纪的著作。
这本书从文字语言、校勘考证入手，这是阅读古籍、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功。
进一步则是了解历史，研究现实，锻炼理论思维。
然后是发现问题，加以论证、阐述和解决。
过去胡适曾说：“发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
”王利器先生经常引用胡氏这句话，他说这是研究学问很内行的话。
发现问题就是古人说的“读书得问”。
只有好学深思、目光锐敏的人才能做到。
问题所在都看不出来，根本就谈不上解决问题。
所以说：“发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历代精神的结晶。
本书特别强调要认识中国哲学固有的特殊性，并列为专章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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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从1990年到2000年给研究生讲“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这门课的讲义。
每一次讲课，都重新修改一遍，作一些补充和订正。
2000年以后开始系统整理成书稿。
2002年到日本京都大学任客座教授，在与日本教授接触中，受到启发，回国后继续修改成书。
此书特点，关于研究方法论，过去有梁启超、蔡尚思、张岱年等的著作，而此书没有照抄，全部是作
者自己研究的体会和讲授的内容，或者看到别人的失误，也选一些比较典型的，作为例子写进去。
因此，此书有两大缺点：一是不全面，二是得罪人。
有一大优点：有个性。
与别人的著作有相似之处，绝不会相同。
读者读起来，可能会有亲切，生动，具体，可靠的感觉，还可以从中体会到扎实研究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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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桂钿，1943年1月生于福建省长乐县。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历史学与哲学两个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曾任哲学系系主任
（1994—2000），已培养博士生十几名。
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等。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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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世界各国历史来看，有许多相似性，说明人类历史是有规律性的。
决定或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各因素的作用大小不同，使各国历史具有多样性，使世界各
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
过去，一些学者从某一种因素人手，研究世界历史进程，取得一些成果，也遇到一些难题。
各种说法都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
从秦统一中国的历史来看，法家的理论和秦始皇的个人素质起了决定作用。
如果由秦二世胡亥掌权，不能统御臣下，不会任用贤才，怎能战胜六国？
个人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又是按人的欲望需要而产生并发展的。
穷根究底，似乎人的欲望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最后动力。
人女n果不需要吃饭穿衣，何必种谷纺纱？
人无欲望，就不需要生产，哪有生产力？
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就是从人欲来研究社会历史的。
荀子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耳目之欲”（《荀子·性恶》），圣人据此制订礼义、
法度，来治理社会。
韩非认为人生要吃东西，古代自然界产生的可食用的东西多，人少，自然界足以供人享用，所以比较
平定。
后来，人口迅速增加，自然食品供不应求，这就产生了争夺，同时也有了生产。
由于争夺，产生混乱，危及人类生存，所以圣人面向实际，制订法度。
“事因于世，备适于事”（《韩非子·五蠢》）。
　　总之，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使社会出现纷繁的现象。
一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复合结果，一个事件又可以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无数种
结果。
特别是一种思想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对后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估量的；复杂的、交错
的社会联系，产生出许多社会现象，形成人生的吉凶祸福。
古人不知原因，以为其中有命，以为冥冥中有神灵主宰着。
王充虽然不承认有神灵主宰着，又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企图以天气、星精、偶然、必然来解释
，现在看来似乎天真幼稚，当时却是十分新鲜的想法。
我们现在以为千真万确、天经地义的科学，若干年后也许会被后人视为天真幼稚乃至极其可笑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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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70年代末，张岱年先生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著为《中国哲学史方
法论发凡》，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先生提出：“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派别’的论断也适用于中国。
第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的丰富的史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
析。
第三，要明确肯定中国周秦以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必须理解中国古代唯物论的理论内容，充分
认识其历史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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