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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
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
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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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
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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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契（1915～1995），原名冯宝麟，生于浙江诸暨。
哲学家。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智慧的探索》《认识世界和
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等。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从先秦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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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一、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　　　二、历史的方法与逻
辑的方法相结合　　　三、运用科学的比较法　　　四、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　　第二节 中
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一、从近代哲学革命回顾传统哲学　　　二、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问题　　　
三、在逻辑学和自然观上的特点　　　四、在考察人的自由问题上的特点　　　五、形成中国传统哲
学特点的原因第一篇 先秦　第一章 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　　第一节 原始的阴阳说与五行说　　第二
节 “古今”、“礼法”之争与“天人”之辩创开始　第二章 儒、墨、道、法诸子的兴起　　第一节 
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　　　一、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创造性的教育实践　　　二、仁与忠恕之道　　　
三、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　　　四、“敬鬼神而远之”与“畏天命”　　第二节 墨子以及儒墨之争—
—经验论与先验论的对立　　　一、平民的哲学家　　　二、“兼爱”与功利主义　　　三、“名实
”之辩的开始　　　四、“非命”与“天志”　　第三节 《老子》：“反者道之动——辩证法否定原
理的提出　　　一、“礼法”之争中的否定态度和复古主张　　　二、“天人”之辩上的“无为　　
　三、“名实”之辩上的“无名　　　四、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四节 《孙子兵法》
以及法家之初起　第三章 百家争鸣的高潮　　第一节 《管子》和黄老之学　　　一、法家和黄老之
学的合流　　　二、在哲学上对《老子》的改造　　　三、《管子》为“法”提供了哲学基础　　第
二节 儒法之争与孟子性善说　　　一、儒法之争与子思、孟子　　　二、“王霸”、“义利”之辩　
　　三、性善说与先验主义　　　四、“养浩然之气”与天人合一论　　　五、“知言”　　　六、
孟子对“性”(本质)范畴的考察　　第三节 庄子：“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相对主义反对独断论　
　　一、道家学派的分化与“避世之士”庄子　　　二、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天道观　　　三、用自然
原则反对人为　　　四、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　　　五、对言、意(逻辑思维)能否把握道(宇
宙发展法则)所提出的责难　　　六、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　　第四节 名家“坚白
”、“同异”之辩　　　一、惠施：“合同异”　　　二、公孙龙：“离坚白”　　　三、相对主义
和绝对主义的对立　　第五节 后期墨家论名实关系　　　一、继承和发展墨子的功利主义　　　二、
“以名举实”的认识论　　　三、科学的形式逻辑学说　　　四、自然观上的原子论和经验论倾向　
第四章 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　　第一节 荀子对“天人”、“名实”之辩的总结——朴素唯物主义与
朴素辩证法的统　　　一、“古今”、“礼法”之争中的进步立场　　　二、“明于天人之分”——
天道观　　　三、“明于天人之分”——社会历史观　　　四、“性伪之分”与“化性起伪　　　五
、“制名以指实”——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　　　六、“制名”以“辨同异”——辩证法是普通逻辑
思维所固有的　　　七、“符验”、“辨合”和“解蔽”——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第二篇 秦汉一
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上）　第五章 独尊儒术与儒家神学的批判　第六章 玄学盛行与儒、道、释
的鼎立　第七章 儒、道、释合流的趋势及其对哲学的影响第二篇 秦汉一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下
）　第八章 理学盛行与对理学的批判　第九章 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阶段后记附录 索引再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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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一前376年）姓墨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做过宋国的大夫，在宋国活
动了较长的时间。
　　从墨子一生的活动来看，他属于“士”阶层。
但他自称“贱人”（见《墨子·贵义》，以下引《墨子》只注篇名），当过造车子的工匠（见《鲁问
》），经常从平民的立场来反对贵族的主张。
可以说，墨家学派主要代表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平民和小私有财产者的利益。
平民阶层原来是奴隶社会里统治者氏族中的普通成员，有人身自由，地位比奴隶高，但也劳动，也受
奴隶主剥削，并经常被氏族用来作为战争的工具，所以对奴隶主贵族有强烈的不满情绪。
在社会大变革中，这个阶层不断分化，少数人上升为地主，绝大多数转变为封建制度下的小生产者，
有的日益贫困，沦为奴隶或农奴。
　　墨子的思想保存在《墨子》一书内。
　　据《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早年也学儒家的一套，后来批判了儒家，“背周
道而用夏政”。
墨子对周礼基本上是持批判的态度的，他反对儒家提倡的“厚葬”、“久丧”，还主张“非乐”。
不过他也很喜欢称引《诗》、《书》，还谈到《百国春秋》，这些大概就是他用来教学生的教材。
他反对儒家的复古主义，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耕柱》）这是对孔子讲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批评。
所以就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问题——“古今”、“礼法”之争来说，儒墨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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