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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中国哲学》

内容概要

《简明中国哲学》以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为“线”，以这条线上的重要哲学家为“珠”，以线串珠，以
点带面，点面结合，抓大放小，既注重了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系统性，又突出中国哲学发展的
智慧性、故事性。从远古到近代，一以贯之，具有独特的编写理念。《简明中国哲学》有重点地、平
易简明地介绍了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思想精华，深入浅出地讲解古代最主要哲
学家的主要命题，通过讲解，让读者把握该哲学家或学派的主要观点与智慧，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也
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简明中国哲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高校非哲学专业的学生，其次是社会读者
，即高中文化程度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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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有论第九章 慧能与汉唐佛教的演变第一节 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第二节 慧能与禅宗哲学第十章 中国
道教的智慧第一节 中国道教的形成与发展第二节 道教的境界论第三节 道教的工夫论第十一章 张载及
其哲学思想第一节 张载生平及其著述第二节 &ldquo;太虚即气&rdquo;与&ldquo;一物两体&rdquo;第三
节 &ldquo;天地之性&rdquo;与&ldquo;气质之性&rdquo;第四节 &ldquo;闻见之知&rdquo;与&ldquo;德性
之知&rdquo;第五节 &ldquo;天人合一&rdquo;与&ldquo;民胞物与&rdquo;第十二章 朱熹与理学的发展高
峰第一节 理气论第二节 心性论第三节 中和说第四节 格物致知第十三章 王守仁与心学的崛起风行第一
节 心即理第二节 知行合第三节 致良知第四节 无善无恶第十四章 黄宗羲、王夫之与古典哲学的批判总
结第一节 &ldquo;公天下&rdquo;的政治论第二节 崇实黜虚的哲学论第三节 继往开来的历史观第十五章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转型第一节 学习西方的先声&mdash;&mdash;魏源的&ldquo;师夷长技以制
夷&rdquo;第二节 &ldquo;物竞天择，适者生存&rdquo;&mdash;&mdash;严复对进化论的引进第三节 维
新之梦&mdash;&mdash;康有为的&ldquo;三世说&rdquo;和&ldquo;大同&rdquo;理想第四节 &ldquo;冲决
网罗之学&rdquo;&mdash;&mdash;谭嗣同的&ldquo;仁学&rdquo;思想第五节 有新民然后有新国
家&mdash;&mdash;梁启超的&ldquo;新民说&rdquo;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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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简明中国哲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重点地、平易简明地介
绍了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思想精华，深入浅出地讲解古代最主要哲学家的主要
命题，通过讲解，让读者把握该哲学家或学派的主要观点及其智慧。《简明中国哲学》的读者对象主
要是非哲学专业的学生，其次是社会读者，即高中文化程度的普通民众，成书后还将译成英文面对英
语世界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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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除了前几章和最后一章，中间的都看不懂TT。引用略多但解读不是很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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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简明中国哲学》的笔记-第12页

        
《简明中国哲学》 郭齐勇/欧阳祯人  

P12 从传说为伏羲始创而至迟在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的八卦观念，到同样于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
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甚至更早的五行观念，再到公元前8世纪早期便已成熟的阴阳观念，乃至公元
前4至3世纪出现的太极观念，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而一贯的哲学思维传统的伟
大民族。
 

P55 墨子《非命上》“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
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贤王之事【读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P63为“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下文同。】；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P57 【公孙龙到底过关没有？与冯友兰书的矛盾】本书作：据说，有一次公孙龙骑马过关，守关军士
说，骑马者不得过关，公孙龙子说，我骑的是白马不是马，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过得关去。——冯友兰
书P100 作：据说，他有一次骑马过关，关吏说：“马不准过”。公孙龙回答说：“我骑的是白马，白
马非马。”说着就连马一起过去了。

P61 底注： 北宋，神宗颁行《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含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
、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

P77 韩非“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X》。。。认为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和
问题，需要新的圣人、新的方法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时代变，人们行为方式也变
“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实用主义。。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显
学》
。。矛盾观：强调两者的对立。。。认为对待矛盾双方要强调两者之“异”，不可着眼其“同”。。
强调对立斗争（君臣对立）。。又，双方不相上下是引起祸乱之源。。一方必须以绝对优势压倒另一
方（特别是君臣）。。。主张定法家于一尊，思想控制、文化控制
。。提出君臣之间就是一种买卖关系。。。
“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八经
》

P131 【道家与道教对“道”的理解】《老子》等道家哲学典籍所关注的是作为宇宙的本源的本体论之
“道”和作为宇宙始源的衍化论之“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无为逍遥的人生哲学。道教的根本目的
不在于宇宙论的建立，而是对生命永恒的追求，表现为“得道成仙”学说。在此目的下，道教将“道
”人格化、神圣化，认为道与太上老君具有同一性，道是化生宇宙的最高神邸，具有永恒不灭性。

P147 张载认为“理”是一种次序，即物之理；而二程认为“理”是一种最高的精神本体。

P159 在二程看来，天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是唯一而且完满自足的；这种完满自足的天理体
现在具体事物之中就是物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理，性理与物理并无根本不同，它们因为共同体现
了一理而可以相互贯通。二程以理为宇宙本体，但也不否认气的存在。他们认为天下万事万物之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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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就在于气禀的不同；但另一方面，二程又认为，气只是一种有聚散生灭的物质性的东西，故
而无法与理一样成为万物终极本体。他们用形而上与形而下来区分理气。

P162 “公共之理”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抽取出一切活生生内容的抽象概念；而是契合活生生的内容，
使其成为可能的普遍者。。。。。。。。朱熹用“理”来说明人的共性，用“气”来说明个体之间的
特殊性。。。。。“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性是纯粹的核心，具有绝对的
权威；情则因为被气质所制约，不一定能和性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而有善恶之分。。。“人皆有怵惕
恻隐之心”的“皆”字，就意味着一种先天性、普遍性、必然性、本然性的涵义。。。“心统性情”
。。。。“心”具有二重构造，性为绝对的至善，情则有善有恶。

P169 穷理是即物穷其理，也就是格物。朱熹对于格物的解释是：“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
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关于致知：“致，推极也。知，犹识
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致知并不是格物之外的另一种工夫，而是指通过格物，在
即物穷理的过程中将心中固有的“明德”全部发明出来。致知和格物是同一件事情，格物是在事上理
会，致知则是此心透彻。也可以说，格物是手段，致知是结果，物格于彼，知尽于此。

P174 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物”，“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并不是说物质由精神产生，心（主体）在物
理性的层面创造、主宰宇宙万物；而是意味着人类经营、创造生命的全部责任都由心（主体）加以承
担，进而影响扩及宇宙万物。所谓心外无理（心即理），也不是说“心”和“理”两个叠加起来而为
一体；而是指心就是理，理是由“心”所独创。在王守仁看来，心不再是天理的附属物，而是立身行
事的根据、是非判断的准绳。

P175 在王守仁之前的传统理学知行观中，广义上“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
；狭义的“知”主要是指道德知觉，“行”主要指道德实践。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朱熹的知先行后说
。。。在王守仁看来，“心即理”不单意味着心本来就拥有创制理的能力，也意味着心先天地、内在
地包含行动意力，其本身就具有一种不容已地要涌现出来的力量；不必像朱熹那样用后天的“敬”来
培养“心”行动的动力。王守仁把这一思想称述为“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合一”，是从根源
上说的，王守仁把这个根源称为“知行的本体”，也就是心体。。。知之真切笃实处，谓之行；行之
明觉精察处，谓之知。。。。知的规定性就是行的规定性。。。

P180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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