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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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全三�>>

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
在这个领域里，前辈和时贤已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只是想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用粗线条来描绘一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轨迹。
这里用的“古代”一词，是指自先秦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时间。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以求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这是
一项有待于许多人共同努力的重要工作。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指导思想当然是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同时
也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要善于把传统中的科学性、民主性的因素提取出来，加以发扬。
哲学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掌握世界，它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民族传统的精华。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理论思维的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
没有别的手段”。
这里所谓“学习以往的哲学”，就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哲学史，总结理论思维的规律
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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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鸦片战争之前的逻辑发展轨迹，
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特点作了深入剖析。
全书不仅重在揭示历代哲学思想的逻辑演变，而且描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知识与智慧、理论与方法、
观念与德性之间的转化，能够深刻地启迪人生。
本书使用的是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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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之，社会实践是哲学发展的源泉，劳动人民和革命阶级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根据，就既要把握反映一定时代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
的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又要把握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及科学反对宗教迷信
的斗争，并且必须把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以上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来看哲学的发展的。
但是，哲学还有它本身的特殊矛盾，有不同于艺术、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地方，有不同于其他科
学的地方。
不研究哲学的特殊矛盾，就不能把握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
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说：“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
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
阵营。
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就中国哲学史来说，在天道观上，首先是争论世界统一原理的问题，即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
精神？
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性的？
这个争论表现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就是知识和逻辑的来源问题：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
的？
逻辑是概念的先天结构，还是在现实世界中有其客观基础？
在天道观上的争论还有第二方面，就是关于世界发展原理的问题，即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精神）是发
展的，还是不变的？
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是由自身矛盾引起的。
还是由外力推动的？
这就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这个对立在认识论上就表现为：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了解为变化发展的过程，即由不知到知、由知
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观点；把思维与存在割裂开来就会引导到不可知论；而把思
维与存在的统一看成是一次完成的，直接同一的，就是形而上学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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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看完了下册清样，不免有些感慨。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是我早就计划要写的书。
在50年代，我已勾画了它的轮廓；到60年代初，我在大量资料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地作了笔记，写成了
若干草稿。
但是书和人一起，经历了十年浩劫。
我的家几次被查抄，数百万字的手稿（包括本书草稿在内）、更多的写作准备资料，连同青年时的习
作、亲友来往信件、日记等等，被一扫而空，而且从此下落不明。
有一个时期，我确实感到困惑和心情黯然：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原来计划写的几部书，就这样被扼
杀了吗？
司马迁发愤著书，可以“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我没有他幸运，稿子无处可藏。
但后来我认识到，脑袋毕竟是一个可以藏思想的仓库；而不管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则
是“爱智”者的本色。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从劫灰中复活过来，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于是我决心使我的书也复活过来，便结合研究生的教学，对过去已粗具规模的著作进行系统的回忆，
先写出比较粗糙的讲稿，课后整理出讲课记录稿，然后再加工琢磨，修改成书。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就是这样一部从劫灰中复活过来的著作。
当然，“复活”不是复原。
对理论思维的“回忆”，不外乎重新系统地掌握资料来唤醒过去已经获得的一些论点，并重新进行严
密的逻辑分析和论证，用确凿的事实材料进行检验。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次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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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套装上中下册)》：中国文库·哲学社会科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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