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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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写作提纲。
这个提纲将中国思想学说史按照历史顺序和思想特点分成六卷，即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
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
每一卷关于思想学说的论述，并不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而以思想学派和问题为主展开分析，因而每
卷都有篇名，下设章、节，这样论述会更加集中。
在注意概括有关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某些独立自得观点的阐述上。
我们在研究实践中体会到，即使是同一问题，或者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例如每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思潮
），只要深入下去，就会发现研究的空间是相当宽阔的，并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
孔子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确是学术研究的真理。
　　《中国思想学说史》——一部推动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巨著。
它在继承和发扬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以
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独立的看法，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为浓厚的时代气息。
 本书为《宋元卷》。
该书论述了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许多薄弱环节，充分展示了理学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
揭示出理学思潮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是对宋元时期思想学说史做出的积极有益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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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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
著作有《宋明理学通论》、《湘学原道学》、《儒家人文教育的审思》、《宋代“四书”学与理学》
（合著）、《湖湘学派史论》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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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社会篇第一章　宋元社会与士林风气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很容易就觉察到的事情。
实际上，早在明代就有学者指出晚唐、北宋以来中国社会的这种巨变：“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
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
其极也。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
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
”的确，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远承汉唐、近启明清的重要的变革和转型时期，其
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形态皆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面貌，并引发了巨大的士风与世风
转变。
我们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前期进入后期的关键性时期。
中国古代社会前期和后期的特点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第一，土地所有制。
前期，土地国有制有较大的势力和比重，地主土地所有制还不很巩固，私有制发展的水平较低。
如战国、秦汉时期，国家按军功、爵位的高低赐给军官、士兵数量不等的土地，也赐给贵族、官吏土
地。
东汉的假民公田，三国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这几种土地制度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那就是土地的国家占有。
国家是最大的田主，分配的权力则操控在皇帝手中。
后期，也就是从宋代开始，土地商品化的趋势在加强。
南宋孝宗时的袁采就曾说：“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光宗时，辛弃疾作词感叹：“千年田换八百主。
”专制国家不再拥有大量的土地，也不再对它所占有的土地实行均田制式的再分配，国家土地所有制
作为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
同时，国家也不再强烈地干涉土地买卖，从而承认了土地买卖的自由和大地主占有土地的合法性。
宋代史家指责本朝“田制不定”、“不抑兼并”，认为这是宋朝土地制度的根本弊病，这种指责实际
上完全不能成立。
土地自由买卖就是宋朝的“田制”，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
整个宋代，政府掌握的土地被称为“官田”，除沿边地区还采用士兵屯田、募民屯田以加强国防力量
之外，其余的官田也模仿地主私田的办法出租给民间经营，也就是说，官田经营已经租佃化了。
政府甚至大量出售官田，官田也商品化了。
根据《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的统计，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官田仅占全国垦田数的1.39
％，而且以后官田仍时常出售。
到了南宋，官田的民间化程度更为加深。
明清时期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指出，汉唐称土地所有者为“豪民”或“兼并之徒”，到宋代则公然
号为“田主”。
事实上，自唐代两税法施行之后，专制国家便逐渐承认土地买卖的自由和大地主占有土地的合法性，
宋代则更为典型。
第二，直接生产者的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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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上下)》适用于哲学专业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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