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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著者过去讲授中国思想史古代编大纲底详明扩充，有些地方改正了过去的纲目，但大体上
研究体系是没有改变的。
当时应同学之要求，拟分古代、中古、近代三编，在短期间成书，然因了生活环境之变迁以及学说兴
致之偏重，这项笔债匆匆八载没有偿还，现在古代编写成。
虽未可云全偿，而心愿稍安。
但本书体裁，注重研究，和讲义之编排陈列货色者，殊有区别。
　　本书和拙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为姊妹作，乃历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材料的处理
见于二书者，互为补充，避免重覆，读者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故二书并读，
实为必要。
　　过去研究中国思想史者有许多缺点，有因爱好某一学派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
附会于现代科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史发
展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其一偏而概论全般思想发展的脉络者
：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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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思想，由其发展的递变而言，第一阶段为“学在官府”的畴官贵族之学，第二阶段为《诗》
、《书》传授之学，据此而批判出了显学，第三阶段始普遍成为私人创著，百家并鸣之学。
第一阶段，以存世文字说来，从殷卜辞开始，至“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诗》、《书》为代表思想。
第二阶段，春秋儒学发展为“显学”的渊流，所谓“孔墨毕起”(《庄子》，但道尧舜的“世之显学儒
墨”。
第三阶段，为“天下多得一家焉以自好”，“各为其所焉以自方”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子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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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官学到私学底转变　　在这一节首先要加一段插话，即《老子》的年代问题。
因为如果《老子》一书果是孔子问礼的老聃其人所作，那么这里必先规定中国私学是由老子开始，孔
子当退后一步。
果是这样，我们依据社会史的发展，实在有好多矛盾问题在老子思想中不能解决。
　　《老子》一书，自清人汪中、崔述以来，即致疑其晚成，崔言日：　　“《老子》文似战国诸子
，与《论语》、《春秋》之文绝不类。
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代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
何以不载老子一言？
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果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
”（《洙泗考信录》）　　汪中以史无楚人仕周之事为疑，梁任公以《老子》文句体例以及生死年代
矛盾为疑，冯友兰引司马谈“道家采儒墨之善”证道家后起为疑，钱穆以思想议论为晚世战国之遗绪
为疑，各家所疑，相得益彰。
　　郭沫若氏《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书，列老子于孔子之前，作者认为颇有问题，比该书一、二章
的有价值的议论似不联结。
老子思想本与西周天道观念未能相接，所以郭氏用“发明”来裁剪，他说：“老子的最大的发明便是
取消了殷周以来的人格神的天之至上权威，而建设了一个超绝时空的形而上学的本体。
”这种思想，我以为要和社会史相比研究的，只有“礼堕而修耕战”的战国思想，才在“尽地力”之
教方面，寻到地下的原理，产生了战国诸子自然的天道观（类似泛神论），只有在类似显族贵族的社
会出现。
土地向私有转化，否定了西周到春秋的土地国有（氏族贵族的公有）制度，才可能否定人格神的天道
。
　　这里，郭先生认《老子》一书成于环渊（关尹）之手，在考证学上本可以立足，但他又以为《老
子》书则似《论语》的语录，为环渊所纂集。
这就问题太多了。
第一，《孟荀列传》所言“环渊著上下篇”，明言是著而非述，第二，《道德经》文体为经体，和《
论语》的语录体显明是春秋与战国著述形式之区别，未能类推，第三，按《庄子》，《韩非子》，《
吕氏春秋》所引《老子》文句而言，秦以前《老子》一书固然可能问世，但决不能证明书在墨子甚至
孔子之前，以郭先生考证《易经》成年的方法讲来，《荀子》言《易》，《孟子》不言《易》，《易
》可能成于孟、荀二家之中间时代，同样地孔、墨、孟诸家不言及老，何以《老子》一书可能产生他
们之前呢？
　　尤有进者，郭先生发现金文中没有与天对立的“地”字，这确是一个土地生产手段为氏族贵族公
有的反映，地下生产手段的独占（非私有），可以形成了天道的独占观念，难以发生理论化的地观念
（形而上学），地下的“公田”还元而为天上神赐，亦是顺序的原始观念形态。
　　实在说来，春秋时代，“地”的观念化亦并不发达。
孔子的《论语》中只有一两个“地”字，所谓“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其次避地”
。
“地”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并没有观念化了。
《墨子》的书分为三部，其第一部分弟子纪录者从《尚贤》到《非命》十四篇，也少有地的理论，除
了在《尚贤》中引《周颂》说：“圣人之德，照于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
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
⋯⋯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
”此外毕沅辑《墨子》佚文，有“翟以地为r”，似出翟之弟子手笔。
然这种偶见的地观念，亦是到了战国初年的历史了。
　　所以，在孔、墨的代表作中，讲“地”的观念，是普遍以社稷代替，社稷二字，虽理论化，然不
但不和天对立，而且反是还元于天的人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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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老子》一书，天地对立的理想则成了家常，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这种形而上学的天、地观，与其说是发明，毋宁说是战国诸子的同点。
他的思想路线，把现实的儒墨斗争，抽象为超现实的思辩斗争，正和战国中叶以来庄子的神秘主义以
及辨者的形式主义之诸论争，相为密结，成为古代学术第三期的特征。
　　再，按郭先生的发现，“仁”是儒家孔子的观念生产。
作者以为“仁”的论争是孔、墨的一个基本争执，然而，老子却在“仁”未发现的时候，便会反对仁
义，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天地不仁⋯⋯圣人不仁。
”这是奇迹。
　　再，按《老子》一书，没有一个人名与地名，比一切子书中为最奇怪的地方，这大有作者故意避
露马脚之重大嫌疑，然他提到什么左将军等名词则显然看出时代之用语。
　　我们在《老子》书中，不论就其体系，或就其概念，可以举出很多战国时代的观念，例如“金玉
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财货有余，是谓盗夸”，“人多技巧，奇物滋起”，这
些经济的观念，决不能生成于春秋时代。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大制不割”，这些政治的观念，正是对于战国巨室
的反感。
“不尚贤”，“礼者仁义之薄而乱之首”，这些伦理又都是反对儒墨所建立的道德范畴。
新道德律在东周末年才是建立的阶段，在意识上形成反对的理论应该更为晚成的东西。
　　据作者的研究，战国时代的“道家”与辩者，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即世界观的自由与概念的自由
。
他们在现实社会可以规避具体问题。
而在概念的运用上则极尽游戏的能事，对客观世界不妨为“愚人之心”，对观念世界则敢于和西周的
上帝做朋友，“与造物者游”。
明白了这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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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外老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论，如果用一句话表述，就是：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
一致的。
他强调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从哪里开始。
例如，西周的官学、春秋时代的缙绅之学、战国时代的诸子并鸣之学、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
学、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以及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都和中国历史自身的演进相联系着。
⋯⋯学人们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见，在这方面外老做出了
卓越贡献，值得我们学习。
　　——张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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