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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撰述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整整六年。
在我写序的时候，全部稿件已整理、修改完毕。
朋友们曾建议我写一篇长序，叙述本书对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理解以及研究方法。
也有朋友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一部书的思路、方法是不能脱离具体内容的，没有必要单独提出并加以
论述。
以我个人读书的习惯来说，特别是读学术著作时，首先要看序，希望序扼要地叙述书是怎样写成的，
以及阅读时应注意哪几点。
如果是长序，与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我往往略过，或者待读过全书以后再来补读。
同时我相信，读者对于书的评价，并不以序为准，序里说得再好，读者未必相信，主要还是取决于书
的内容。
基于此，我决定为《中国思想学说史》写一短序，而且在序里只表述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此书其他
作者。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学习和研究中国思想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侯外庐先生。
1948年，外庐先生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开“中国思想史”课，我选读并且坚持听到底，受益不少。
他将思想家和思想学派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不是从概念到概念。
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去说明思想的来源及其影响，力求找到根底，是很有意义的科研工作。
外庐先生在讲课中不仅给我关于思想史的具体知识，而且给我一种研究学问的方法。
离开学校，进入工作岗位，我又有机会参加外庐先生主持的一些编著中国思想史的科研项目，在他的
具体指导下，我对他的学术研究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
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自己的理解，他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史，并不以当时苏联官方和某些
学者的意见为准，敢于和他们“商兑”。
他强调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自身特点，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
在外庐先生看来，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旧有氏族血缘关系去建立国家组织，可以称之
为“早熟”文明，这种血缘的宗法制度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思想的进程。
西周的宗法等级社会以及后来的封建社会都和这种氏族血缘的遗存有关。
封建社会中的宗法、宗族力量就是从氏族血缘关系演变而来。
外庐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皇权”及其对思想史的影响的分析，也有助于学人们的思考
。
还有，外庐先生研究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史的时候，注意到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某些变化，认为这在思
想史上也有曲折的反映，他称之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它不同于西欧思想史中的文艺复兴，而带
有自己民族的传统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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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张岂之先生主持编写的大型思想史丛书。
共六卷九册，包括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和明清卷，涵盖了对中国思想文
化史上各个重要时期的重大思想及各家学说的阐述和研究。
各卷均由国内思想史学界的优秀学者主笔，由张岂之教授最后统稿、编定。
该丛书在国内已有的中国思想史类著作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近年来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具有更
为开阔的视野和更为浓厚的时代气息。
《中国思想学说史》对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以来近五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就进行总结
，比较充分地反映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以思想学说为契入点，努力揭示思想意识产生的学术土
壤，尝试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内容提出更加符合中国文化原貌的解析，把中国思想史写
成为真正在中国学术土壤中生长发育的历史；注意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力求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思
想观念在文化形式中的渗透与表现。
全套书结构严谨、史料丰富、文字可读性强，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优秀丛书。
本卷为其中的魏晋南北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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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岂之，著名思想文化史专家。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
现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编和独立撰写的学术著作有：《宋明理学史》（与侯外庐、邱汉生合作主编）、《中国思想史》、
《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华人文精神》、《中国历史》（六卷）、《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春鸟集》、《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历史十五讲》等，发表中
国思想学说史方面学术论文多篇。
          分卷主编简介：刘学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道教研究所所长，陕西孔子研究会会长，陕西关学与实学研究会会长、陕
西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中国哲学的历程》(1993)、《儒道哲学的阐释》(2002)等，在《
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人文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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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篇 社会篇第一章 经济底蕴第二章 生活方式第一节 药、酒与宽衣裸袒第二节 率性放诞第三节 
丧葬新风第四节 贤嫒的林下风第三章 文化风尚第一节 臧否人物第二节 清谈第三节 啸歌第四节 士族的
双重人格第二篇 名法篇第一章 建安时代第一节 汉末思想遗韵第二节 荆州学派第三节 曹操集团的政治
理论第二章 曹魏前期第一节 名法之学的历史走向第二节 刘劭《人物志》的学术信息第三篇 玄学篇第
一章 魏晋玄学概论第一节 什么是魏晋玄学第二节 魏晋玄学的产生第三节 魏晋玄学的评价第四节 魏晋
玄学的分期第二章 正始玄学第一节 正始名士第二节 何晏的《无名论》第三节 王弼：玄学理论的诞生
第三章 竹林玄学第一节 竹林七贤第二节 嵇康、阮籍的生命体悟第三节 向秀与魏晋之际玄学的发展第
四章 西晋玄学第一节 中朝名士和元康放达派第二节 裴颁的崇有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第三节 郭象：
玄学的理论巅峰第五章 东晋玄学第一节 中兴名士第二节 永和玄言第三节 张湛：玄学理论的终结第四
篇 佛教篇第一章 汉晋般若学第一节 汉晋之际《般若经》的传译第二节 “六家七宗”的般若学思想第
三节 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僧肇的中观学第二章 南北朝的佛性论-第一节 竺道生的佛学思想第二节 南北学
风与主要学派第三节 佛教与儒、道的主要论争第四节 南北学风第五篇 道教篇第一章 神仙道教第一节 
魏晋之际的天师道第二节 葛洪与《抱朴子内篇》第三节 南北朝道教的变革第二章 道教重玄学第一节 
“重玄”的思想渊源第二节 重玄学之理趣第三节 南北朝道教义学与重玄学第三章 道教与科学第一节 
道气论与医药学第二节 丹术与古代化学第四章 道教与儒、佛的纷争和交融第一节 道教与儒家的关系
第二节 道教与佛教的关系第三节 道教与儒、佛的纷争和交融第五章 道教史学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道经
目录学第二节 《抱朴子内篇》的道教史学价值第三节 《真诰》的道教史学价值第六篇 儒学篇第一章 
魏晋之际的儒学第一节 汉魏之际儒学的演变第二节 王肃经学与魏晋官方哲学第二章 东晋南朝儒学第
一节 东晋南朝的“崇儒兴学”第二节 经学的传承及其玄学化第三节 经学的主要代表第三章 十六国、
北朝儒学第一节 十六国、北朝的“崇儒兴学”第二节 儒家经学的传承与特点第三节 儒学与少数民族
的汉化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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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社会篇魏晋时期。
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
后人常常引用两句经典性的话语来描述魏晋的乱象：一是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二是
刘勰的“世积离乱，风衰俗怨”。
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则真实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风尚和社会风气：礼坏乐崩，游子漂泊
。
如匆匆过客盲目地寻觅。
士大夫一个个宽衣大袖，手持麈尾，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臧否人物，服药行散，饮酒啸歌。
更甚者散发垢面，裸袒箕踞，暴露丑恶，与猪共饮⋯⋯然而，这又是一个思想解放、个性张扬、多彩
多姿的时代，士人们率性而动，潇洒狂放。
展示的是他们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姿；连妇女们也任情而动，挑战男权
，追求人生的幸福。
魏晋之际，人们刚刚从两汉的经学中解放出来，生命本身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回归。
从思想学术演变的视角来看，与社会大动荡相呼应，整个魏晋时代，是一个多种文化因子相互激荡、
撞击和重新组合、构建的新时期，是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异彩纷呈的时期，至今还闪烁着耀眼诱人的光
辉。
第一章　经济底蕴庄园经济和政治上的士族门阀制度是相适应的。
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是魏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
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
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
在汉代，已经日益明显地形成了许多世代官宦的豪门大族，他们的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权
力。
经过汉末大乱，这些豪门大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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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与两汉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该时期在政治上失去了如汉代那样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
思想上也相对自由和活跃了许多，加之儒、释、道三教鼎立格局的形成，使该时期思想流派纷呈，交
相辉映。
重要的是，该时期士人“立言”意识的自觉、学术创造意识的自觉、文学的自觉和个性的觉醒，使这
一时期学人大量涌现，著作数倍增多，思想也异常繁复。
经、史、子学秩然条贯，玄、儒、道、释既互为立异，又相人相即，文学、文献学等又与之互动。
这样，一部有一定容量的学术思想史就难以将其尽皆纳入，只能有所侧重，有所取舍。
本书选取了名法（名理学）、玄学、佛学、道教、儒学以及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加以分述，而对于
史学、文学以及文献学等方面，则未列专篇，有必须提及的，也只穿插在相关的篇章中略加叙述。
本书是在张岂之先生所拟提纲的基础上撰写的。
张先生对本书的撰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不仅审定了提纲，而且在撰写过程中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指
导性意见和建议，又在百忙中亲自审阅了初稿。
本书涉及诸多专门的学术思想领域，由各方面的专家分头撰写，共同完成，这也许可以更好地把握各
个部分思想史内容的特点。
当然这也会有缺点，即可能造成各部分内容协调上的困难，这些我在统稿时以及在“前言”中力求加
以克服，但是否解决，也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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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思想学说史:魏晋南北朝卷》适用于哲学专业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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