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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吴学术文库”丛书首批三部书稿《儒释合论》、《圆教的危机与谱系的再生——宋代天台宗
山家山外之争研究》、《先秦儒家性情论》已于2007年出版，现在出版的四部，是该丛书的第二批。
该丛书首批三部书稿付梓时，作为组织和操持这套丛书之写作与出版的主编，我曾为该丛书撰写了“
总序”，以说明出版“东吴学术文库”丛书的缘由。
现将之照旧移在下面，以示该丛书的连贯性，亦兆本学科在学术上的发展。
　　学术这个词，通常是用以称谓系统的、专门的学问。
我们以“东吴学术文库”统括自己的学术专著，不外乎三点考虑：　　首先，希望藉之以展示苏州大
学中国哲学学科整体的学术研究能力与水平。
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建立较晚，其历史，严格地讲不足十年，但在短短几年内，学科建设却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从2000年至今的几年内，学科建设实现了三次跨越，即2000年申报
硕士点成功，2003年申报博士点成功，2005申报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成功。
现在我们学科共有十人，其中教授、博士生导师4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人，讲师4人，在年龄结构
上，在学术梯队上，在学术水平的层次上，都比较合理，是一个有着良好基础的学术队伍。
这个学术队伍总体上讲还比较年轻，但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一是团队成员之间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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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希望藉之以展示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学科整体的学术研究能力与水平。
苏州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建立较晚，其历史，严格地讲不足十年，但在短短几年内，学科建设却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从2000年至今的几年内，学科建设实现了三次跨越，即2000年申报
硕士点成功，2003年申报博士点成功，2005申报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成功。
现在我们学科共有十人，其中教授、博士生导师4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人，讲师4人，在年龄结构
上，在学术梯队上，在学术水平的层次上，都比较合理，是一个有着良好基础的学术队伍。
这个学术队伍总体上讲还比较年轻，但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一是团队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交往
风气正，团队成员之间的交往，建立在工作上，建立在学术事业上，建立在同志间真诚的关心上，而
不是建立在吃喝玩乐上；二是学术研究的风气正，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团队成员还比较清醒，基本上
能保持以平常的心态从事教学与研究，至今尚未出现为博个人虚名而不惜牺牲团队名声的事，更没有
出现任何有损教师声誉的事。
我们认为，要卫护团队的声誉，在当前尤其要重视学风建设。
为了树立良好的学风，我们除了要求团队成员自觉遵守教育部、我校制定的科研、教学等学术道德规
范，还提倡团队成员培养和卫护本学科独特的学风。
为此，我们制定了“学风四字歌”，以方便团队成员自勉。
“学风四字歌”是：“诚实做人，人格高洁；言行一致，表里相协；戒浮戒躁，勤奋治学；谦虚谨慎
，潜心修业；文风朴实，行文精确；理论坚实、知识广阅；古今贯通，中外同悦；史论结合，创新超
越。
”我们深知，以此自律，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但“虽不能及，心向往之”，照之不懈努力，应是我们
不变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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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可真（1958.07.09－），男，江苏宜兴市人。
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道家哲学和明清哲学研究，特别是从事顾炎武思想研究近二十年。
主要研究成果《顾炎武年谱》（获江苏省第7届优秀图书奖二等奖）、《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获
江苏省2002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获江
苏省2008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企业管理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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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东吴学术文库》总序前言顾学篇吴中俊杰顾炎武（外一篇）略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论顾炎武的军事
思想顾炎武的“治道”顾炎武实学的特点顾炎武经世观念的历史嬗变试论明清之际社会变迁与学术形
态的转换顾炎武对异族文化的态度儒学篇文化论视域中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试论孟子的弱权主义及其文
化影响《周易》讲座我对新儒家哲学的看法“复儒”与“反儒”皆非合宜之论道学篇“道家”名义考
老子是隐士吗?——由反思老、庄同被归入“道家”之理据而引起的思考先秦道家（老聃学派）代表人
物考“法自然”即“守中”——读《老》札记一则儒家、道家同尚“中道”老子的执政之道及其现实
意义文哲篇中国艺术中的悲秋与悲剧文化研究：“姓国”、“姓西”的争论可以休矣秩序与自由：中
国需要儒道融合的文化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
的新生活观和谐与自由——论新时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目标加强管理哲学研究——兼论部门哲学
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必由之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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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美”是指吴人做事精巧，这主要体现在吴人非凡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上。
作为吴文化之精华的苏州艺术（包括苏绣、桃花坞木刻年画、虎丘泥塑等等的工艺美术、如今被联合
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文化遗产的昆曲艺术以及驰名中外的苏州园林艺术），其最显著的特点是
“精巧”。
“精”反映了苏州人思维的精细；“巧”反映了苏州人行为的灵敏。
而苏州艺术“精巧”的特点，则集中地表现了苏州人性格的细腻。
这种细腻的性格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其优点是处事精明周到，待人体贴入微。
处事精明周到，则给人以可靠之感；待人体贴人微，则给人以温暖之感。
缺点是心胸较窄，器局较小。
心胸窄，则难以容人，故六朝以来吴人鲜见政治大家。
器局小，则难成大事，故近代以来吴人罕有实业大家。
　　综观六朝以来的吴文化，尽管也有其缺点，但其优点是主要的，尤其值得称道的址吴文化“人朴
”的特点。
　　六朝以来逐渐形成、宋代以后更得以日益强化的吴人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实是吴
人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
儒家文化的基本要素是“礼”与“仁”，其二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是“礼”与“仁
”又各有其特点，其最显著的差异在于，“礼”主“外”而“仁”主“内”，即“礼”是制约人之视
、听、言、动的外在规范，“仁”是约束人之心（思想、观念）的内在规范。
按孔子“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为仁”的观点，“成仁”必先“学礼”。
“学礼”是学者逐渐学会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视、听、言、动的过程，这是一个由对“礼”的不自
觉到自觉、不自由到自由的发展过程，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则是其最高境界，亦即对“礼”的自
觉自由境界，臻此境界便是所谓“成仁”，即不再是消极被动地强迫自己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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