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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
半个世纪以来，全院科研人员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使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审时度势，明确定位，提出把上海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目标，以此为导向，切实推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使上海社会科
学院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水平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社科院511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上海社
会科学院成立伊始就以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各项工作的重心。
我院的科研人员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积极投入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
1959年4月，经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议，在上海召开了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为主题的全国第一
次经济理论讨论会。
为此，经济所成立了三个调查组，兵分三路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11万字的6个调查报告。
这些研究成果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记载了有关价值规律作用的许多生动资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961年，姚耐、雍文远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出版，它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
”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发行量达20多万册。
　　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我院的科研人员也做了大量工作。
1958年9月，由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编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10月，《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
《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新闻日报》及国外学术刊物对此作出了积极的评价。
1958年以后，历史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
的侵略行为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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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术史，在整个人类史上具有重要的、特殊的地位。
如何将这一有着鲜明个性和特殊魅力的学术史准确生动地描述出来并介绍给全人类，使之成为人类的
共同财富，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学术思潮是学术史的主流，思想史的灵魂，时代的精神。
中国学术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都应以中国学术思潮的研究为基础。
 本书是一部以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道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现代新
学等八个主流学术思潮为研究主体的通史，简明扼要地叙述两干五百年以来各个主流学术思潮的流变
、兴衰的历史因缘，并且从这些主流学术思潮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探寻其内在动力与前后相继的逻
辑必然，考察分析各个学术思潮所涌现出来的学术成就，探寻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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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子学思潮初澜　　公元前550年至前500年之间，是子学思潮的发轫期。
周朝守藏史老聃、郑国大夫邓析、鲁国大夫孔丘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倡学立说，形成了中
国历史上第一批学者群体和富有原创性的学说、著作。
虽然是子学思潮的初澜，其思想深度，却为后来者高山仰止。
奠定子学思潮理论基础的第一部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一、道：老聃关于宇宙本原及其变化规律的思考　　据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日聃，楚国苦县(今安徽亳县)厉乡曲仁里人。
曾经担任“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
从《庄子》关于老子事迹的记载中，我们大约看到了老子的一些学术活动范围。
首先是周王朝的京畿之地，是老子任职“守藏室史”的工作所在地。
“守藏室史”不是一个终身制的职位，他在免职之后，可能还在那里居住过一段时间。
老子离开位于今洛阳一带的周室所在地之后，先后去了两个地方，一是南方的“沛”，即现在的江苏
沛县。
他在沛地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又西游于秦地：“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游于郊，至于梁而遇
老子。
”①这位紧追不舍的阳子居，就是以主张“贵生”、“重己”著称于时的杨朱。
　　老子生平事迹中的最大一件事情，便是《老子》一书的写作经过。
据《史记》记载，老子离周，“至关，关令尹喜日：‘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老子》一书，虽为临时所措，却是老子的深思熟虑。
写作历时长短不能知道，但从流传下来的文本体例分析，全书共八十一段文字，后人称之以“章”，
其实只是一个个小段，都是语录式的阐述，每段围绕一个问题表达一种见解，或者通过几段中的不同
事例分析阐述同一个道理。
尹喜获得老聃的著作后，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很快公之于世。
《老子》的问世，对于刚刚发生的子学思潮，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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