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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明理学是儒道释在宋元明时期的新综合，是中国哲学与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宋明理学
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佛道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理论体系。它发端于北宋
，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成熟于南宋，朱熹集大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理
学体系。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理、气、心、性等范畴，不仅继承了孔孟和周程
的思想，而且还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内容。他将上述范畴熔铸为“天理”，将儒学的伦理规范，道
德精神提升为宇宙本体，然后再通过理本气末、理一分殊来论证世界万物的产生及其统一性。他说：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
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②他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本原，天、地、人、物都
是因天理而存在，都是由最根本的理而产生出来的。理学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强调
知性反省。他们认为“理”是产生万物的本原。“理”充塞于宇宙。在人性论方面，朱熹以“性即理
”为中心命题从宇宙本体论中推衍出人性与物性，并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来论证人性中的善恶问题
，最后在通过居敬穷理的修养功夫达到人性的完善，人性与天理的统一。朱熹认为性是天理的体现。
人和万物都是天理的体现，人既然是禀气而生，那么万物自然也是由气而构成的。而人和物的根本不
同在于，只有人才具备仁、义、礼、智、信，而物则没有。人的这种本性就是天理，天理从来就不可
能有不善的状态。人的根本使命就是要认识人自身，并要克服那些不善的行为。朱熹把理气论和心性
论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思想体系。其后不久，这一理论思想体系就成为中国古代社
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对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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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编者田广林在综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类型特点、价值取向及其与外来文
化互动交融的基础上，从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四个层面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
做了全面而简明的论述；吸收和采纳了当今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
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史学、科技、建筑以及社会心
理、民间风俗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有助于学生通过认识中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适合于高等院校历史类专业本科教学，也可
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文科和理科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方面的通识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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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是的没什么问题的
2、教材，多多少少会带有呆滞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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