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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绪论”和“第一篇（先秦）”组成。
“绪论”首先论述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哲学史的定义：哲学史是“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
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
其次论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首次正式表述了作者的广义认识论。
以为从广义认识论来考察中西哲学的特点，可以看到：在逻辑学上，中国传统哲学擅长辩证逻辑，而
在自然观上，则发展了气一元论，这与西方人发展形式逻辑和原子论颇为不同；在伦理学上，中国传
统哲学注重自觉原则，而在美学上则较早提出了言志说和意境理论，这和西方人高扬自愿原则和较早
提出模仿说及典型性格理论也是旨趣不同的。
“第一篇（先秦）”论述了先秦哲学围绕“天人、名实”之辩而展开的矛盾运动，认为这是中国哲学
发展的第一个大圆圈：孔子尊重人的理性，但导致先验论；墨子注重经验，以此反对孔子；《老子》
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原理，企图超越孔墨，但走向唯心论。
之后，《管子》用直观唯物论克服了《老子》的唯心论，是唯物论的唯理论；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是唯心论的唯理论；他们和早期法家都是独断论。
《庄子》用相对主义反对独断论，惠施和公孙龙则是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对立。
后期墨家进而建立了形式逻辑体系。
最后由荀子对“天人、名实”之辩作了比较正确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
之后，韩非强调斗争，《吕氏春秋》则强调统一，《易传》有丰富的辩证法，却又开了汉代神学唯心
论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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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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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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伦理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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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　第一篇小结附录　
索引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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