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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十年建设时期哲学若干学科建设的论辩》是一本熔资料性
、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书籍，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
想的汇要，《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十年建设时期哲学若干学科建设的论辩》的作者以
严谨的治学精神、科学的论述方法及酣畅流利的文笔，努力坚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述有评，
述评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反映历史客观真实，介绍观点全面准确，叙述过程简明扼要，评论评价
公正公允。
全书基本理清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领域百年学术论辩主要问题的脉络；对所列论辩给予了实事
求是的评析；以历史和全局的目光，对一百年来各种重要论辩资料进行重新审视，从而使人们对历次
论辩产生了新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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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范围和方法问题的讨论　　中国传统的学术中，并没有“哲学”这
一门，却有传承了几千年的儒学、老庄思想和中国佛学，也有过一门以儒学思想为主干的集哲学、历
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为一体的“经学”。
进入20世纪，受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着手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陆续出版了不
少的著作，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
他们参考了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成果，在取材范围方面，比以往只限于阐释“道统史”的一批旧学者前
进了一大步，也把浩如烟海的中国哲学史料中的一部分逐步弄得眉目分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
西方哲学史相呼应。
但是，他们受时代以及自身观念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只是用西方学者编排外国哲学史的方式来编排中
国哲学史，并没能建立起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学科。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行各业纷纷以苏联为榜样，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也没能例外。
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给哲学史下了一个定义，说“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
与发展的历史。
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
义斗争的历史”。
此论一出，中国学者便以这个定义为基点，来重建“中国哲学史”学科。
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在教学与研究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是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没有或
者不敢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作深入的分析，只是列举出几句话，就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把哲学
家简单地分成唯心与唯物两大阵营，贴上标签就算了事，从而阉割了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内容。
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学者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中国哲学史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开展讨论
。
1957年1月22日到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国内一百多位学者参加了讨论
，把这场讨论推向了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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