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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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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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思想学说史》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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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书共六卷九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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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丛书对侯外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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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其中的明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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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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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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册主编简介：方光华，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中国思想学术史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等。
肖永明，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宋明思想文化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独立或合作出版著作五部。
范立舟，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业特长为以宋代为中心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宗教史研究，兼及政治史与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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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篇  心学篇  第一章  明代朱学  第二章  明代王学  第三章  王学的发展与分化  第四章  泰州学派  
第五章  泰州学派后学  第六章  东林学派  第七章  明代宗教第二篇  启蒙篇  第一章  启蒙思想的兴起  第
二章  体用一贯的南北大儒  第三章  黄宗羲的工夫本体论  第四章  王夫之的思辨之学与学术贡献  第五
章  顾炎武的经学与史学  第六章  颜李学派的习行经济之学  第七章  朱之瑜与傅山的异端风骨  第八章  
明清之际的特立独行之士  第九章  明末清初的质测通几之学第三篇  考据篇  第一章  阎若璩的学术成就
及其思想史意义  第二章  江永易学与音韵学  第三章  惠栋的考据学与义理学研究  第四章  戴震的考据
学与义理学研究  第五章  焦循的经学与天算学  第六章  阮元的学术思想  第七章  乾嘉三大考史学家  第
八章  章  学诚对考据学的反思第四篇  新学篇  第一章  学术界透入的新气息  第二章  “中体西用”学派
的学术评估  第三章  严复对西学的介绍及其学术价值  第四章  康有为融通中西的努力及其大同理想  第
五章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贡献  第六章  章  太炎的思想与学术  第七章  孙中山对中西思想的研究
和选择  第八章  一代学人王国维的学术建树第五篇  天算篇  第一章  明代的数学  第二章  明代的天文学  
第三章  清代的数学  第四章  清代的天文历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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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代朱学第一节 程朱理学在明初思想统治地位的形成杨东莼在《中国学术史讲话》中说：“
明初诸儒，如正学方孝孺、月川曹端、敬轩薛碹、康斋吴与弼、敬斋胡居仁，都笃守宋儒矩矱，至白
沙（陈献章）出，始别树一帜，而为阳明（王守仁）的先驱。
”的确，明初思想界，一以程朱理学为依旧，“明初诸儒，皆朱熹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
秩然”。
造成这种思想格局的原因，除太祖、成祖的大力提倡外，还与当时理学家的认识有关，用薛碹的话说
，“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在他们看来，程朱理学与其说是一种需要加以认识、研究和不断发展的思想形态，还不如说是一种只
需进行道德践履的准宗教信仰体系，无论是格物致知、博学多识的为学纲领，还是居敬存诚、涵养心
性的修存工夫，皆不出朱学之范围，故而理论创获较小。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明代心学的兴起，绝不是一种突兀的现象。
正是在那种极度严谨和自觉的涵养致知工夫中，才能体悟到属于自身的独有的心得。
对形上道德本体的体认只有通过个人的理论阐述才能表达出来，任何一种道德实践本身也会烙上个体
的印迹。
明初儒者重“为己”之学，培育了心学的种子。
程朱理学在明初思想统治地位的形成首先当然与统治者的提倡有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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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上下)》可供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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