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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前言

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
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
。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纪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
》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
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
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
，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
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
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
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
心灵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
，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
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见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
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
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
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
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
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
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
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
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
，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
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
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
不必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
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
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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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内容概要

该书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卷中篇目辑佚以及附录四部分。《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自1919年2月出版以来，以其“截断众流”的理论创见与学术魄力，迅即获得海内外学界及读者
的好评，再版数十次之多。由整理者肖伊绯发现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是1919年胡适
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所讲的中古哲学史部分，集中讲述了汉代的哲学，在论述哲学发展的同时，
也涉及对天文学与谶纬迷信、对中医的态度等方面的论述。作为北大内部铅印的讲义本，它未公开出
版发行过。卷中篇目辑佚，是整理者从上海博物馆胡适手迹中提取的原写作计划中的卷中下半部分。
附录有整理者肖伊绯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版本考证、对卷中内容的分析与研究文章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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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在文学、哲学、
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
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肖伊绯，四川成都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曾游学法国、印度等地，长期从事人文领域泛文化研
究及相关著述。已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民国表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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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书籍目录

卷上
序（蔡元培）
再版自序
凡例
第一篇 导言
第二篇 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共两章）
第一章 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第二章 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
第三篇 老子
第四篇 孔子（共五章）
第一章 孔子略传
第二章 孔子的时代
第三章 易
第四章 正名主义
第五章 一以贯之
第五篇 孔门弟子
第六篇 墨子（共四章）
第一章 墨子略传
第二章 墨子的哲学方法
第三章 三表法
第四章 墨子的宗教
第七篇 杨朱
第八篇 别墨（共六章）
第一章 墨辩与别墨
第二章 墨辩论知识
第三章 论辩
第四章 惠施
第五章 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第六章 墨学结论
第九篇 庄子（共两章）
第一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共两章）
第一章 大学与中庸
第二章 孟子
第十一篇 荀子（共三章）
第一章 荀子
第二章 天与性
第三章 心理学与名学
第十二篇 古代哲学的终局（共三章）
第一章 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
第二章 所谓法家
第三章 古代哲学之中绝
附录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卷中
凡例
第十三篇 汉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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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第一章 泛论
第二章 道家
第三章 淮南子
第四章 董仲舒
第五章 “道士派的儒学”
第六章 迷信与科学
第七章 王充与批判的精神
卷中篇目辑佚
凡例
中国中古哲学史提要（手稿本）
中古哲学史泛论（手稿本）
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七讲：中古第一期的终局（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八讲：佛教（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九讲：佛教的输入时期（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十讲：佛教在中国的演变（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十一讲：印度佛教变为中国禅学（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十二讲：禅学的最后期（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十三讲：道教小史（手稿本，已佚）
中古思想史第十四讲：中古第二期的终局（手稿本，已佚）
附录
《中国哲学史大纲》版本初考
顾颉刚手批《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初考
胡适的糖尿病及其他
听胡适讲天文学
胡适论“《坛经》原作《檀经》”再考
发现胡博士讲义本（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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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章节摘录

第六章 迷信与科学    （这一章是原稿所没有的。匆匆加入，后当修正。）    研究西洋科学史的，知道
科学的出身是狠微贱的。古代的天文学是祭司僧侣的遗赐，近代的天文学是从星命学（Astrology）出
来的；化学是从炼丹术与炼金术（Alchemy）出来的。物理学与医学也是如此。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
汉代的种种道士的迷信，也可以寻出一些狠有价值的科学上的贡献。我在上章既已指出道士派的黑暗
的方面，现在为公道起见，不能不略说一点道士派的光明的方面。    总括道士的迷信，最重要的不过
三种目的。第一是求长生不死，第二是求炼金致富，第三是求知天道与人事的感应关系。中国的中古
时代从第一个目的上发生了医学。从第三个目的上发生了天文学、数学。只有第二个目的——炼金致
富——却不曾有什么科学的贡献。但是古代的炼金术虽不曾产生化学，却也曾增加了许多科学的常识
。大概“黄白之术”引起学者研究金类矿物的性质，后来这种研究的结果渐渐的变成了民间常识的一
部分。我们可拿《淮南万毕术》一部书作一个例。这部书相传是淮南王的遗书，《汉书》说淮南王有
“中篇八篇，多言黄白变幻之事”。这书久已不传了，我们现在看茆泮林所辑的《淮南万毕术》佚文
，（见茆氏十种古逸书）有“白青得铁，即化为铜”（《抱朴子·黄白篇》：“以曾青涂铁，铁赤色
如铜。以鸡子白化银，银黄如金。”）“朱沙为”（呼孔切，音汞，水银也。《抱朴子·金丹篇》：
“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远矣。”）“磁石拒棋”“取鸡血杂磨针铁，捣和
磁石棋头，置局上自相抵击”等话。这都可见当时有人研究矿物。又如《计然万物录》（亦见茆氏十
种古逸书。计然相传是越国人。但这书中用的地名都是汉朝的地名，故知是汉朝人假造的书）有“黑
铅之错，化成黄丹，丹再化之，成水粉”等话。大概汉人研究矿物的兴趣是有的，不过“假设”
（Hypothesis）的能力不够，故不能有科学的成绩。但磁石的研究后来引起指南针的发明。（旧说黄
帝作指南车，又说周公作指南车，大概多不可信。三国魏明帝时人作指南车成，此是指南针的第一次
发明，事见孙星衍所辑《物理论》。古代人但依北极星定南北，不用磁针。）    又如《淮南万毕术》
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太平御览》七百三十六引）这是凸面镜聚光
的道理，也是物理学的一种发明。    求长生、求仙药、求神丹，都与医药学的进步有关系。《汉书·
艺文志》有医经二百一十六卷、经方二百七十四卷、房中术百八十六卷、神仙二百五卷，总名为方技
。论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又分论医经曰：“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
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师古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
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又分论经方曰：
“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
，反之于平。”这些议论都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话，可见汉代已有一种有系统的医药学。现有的
《黄帝内经·素问》照《艺文志》的叙论看来，大概是汉代的著作（里面自然有无数部分是后人增加
的）。后来的中国医学经验的方面，自然狠有进步，但理论的方面总跳不出内经的系统。    那时代的
医学何以能成为系统的学问呢？依我看来，这是全靠那时代的思想里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可以用来把
医药学上许多事实贯串起来，故能成为系统。这些观念之中，最要紧的是：（一）阴阳的观念；（二
）五行生克的观念；（三）五脏分配五味、分应四时、五方、五色、五行的观念；（四）气的观念。
这些里面其实只有一个阴阳的观念是根本观念。有了这一个观念，一切疾病、一切针灸、一切药性，
都可以贯串会通起来。《内经》说：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
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阴阳
反作，病之逆从也。（《阴阳应象大论》）    《内经》又说：    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
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
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同上）    这里所谓条理经纪，就是阴阳两个字。故这一
段的结论说：    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
万物之终始也。    《内经》又说：    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
为阴。言人身之藏府中阴阳，则藏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
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阳中之阴，肺也；阴中之阴，肾
也；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
阴阳也。（《金匮真言论》）    以上所举，可见阴阳的观念是中国医学系统的中枢。不但生理机能可
分配阴阳，药性也是如此。《内经》说：    五味阴阳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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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
之，调其气，使其平也。（《至真要大论》）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
把五味也分配五行，（此说起于晚周阴阳家，《吕览》说得狠详细，《淮南王书》采用他，变为道家
的一部分。大概到了汉代，这种学说始完成。）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炙药石的治疗法，
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炙。初起时，自然是狠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
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
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在医学界里。这些观念在现在看来，自
然是阻碍进化的东西。但从历史上看来，阴阳五行等观念在当⋯⋯    p29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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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编辑推荐

东瀛归来手批本卷中，“半部哲学史”终成“准全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精)》卷上、
卷中首次合辑定本。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虽然已出版的版本较多，但这次我们的版本，是
以民国十一年的“北京大学丛书之一”《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底本，综合了商务版、上海古
籍版、中华书局版等多种版本，进行了4次精校，相信可以称得上一部“善本”。    而承载着大量第一
手信息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必将为胡适学术思想研究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哲学史研究注入
新的活力，为我们重新清理与定位汉代以来的中古思想及哲学史开启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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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精彩短评

1、胡适真啰嗦！
2、见如此便宜以及买家说明吸引了我。
3、大师的作品。不过 所谓的中，是不是有点.....
4、无论如何，《胡适全集》里都没收录到的胡适佚著，值得一读。小心求证胡适之——看来任何对
胡适下定论的人都还言之尚早，先读胡适著述，再小心求证吧。
5、《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发现也算是哲学界一盛事了！值得珍藏！
6、个人觉得还是很好的，推荐推荐
7、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我宁愿买“著作监”胡适的这本，也不想看冯友兰的，算是一种偏执吧。大
陆学界为了偏袒冯友兰，对他的批判极少，似乎只有蔡尚思正本正经地写过一些批冯的文章，让我对
他刮目相看。
8、2015.11.25-2015.12.31
9、胡适先生的这“半卷书”近年很热，已经有十几种版本了。但内容几乎大同小异，没有多少差别
。而广师大的这本，可以算得上目下最用功的一个版本了，有这样两个长处：  一是全面。此版除了
卷上外，对卷中着力甚多，又因为是新发现的手稿，算是一大亮点了。还附有对版本沿革的考证，这
是其他版本所不曾见到的；  二是装帧。此版选纸上乘，印刷精美，有线装书的感觉。至于其他版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纲》（平装繁体竖排），设计疏朗大方。也是一不错的选择！Kuei
10、胡蘭成 胡適都回來了
11、适合我这种小白入门
12、讲完王充竟然没了！不过看得出胡适对魏晋哲学评价颇高呢
13、产生共鸣之书！为我证其名
14、胡适的经典之作，亦读亦藏~
15、很系统
16、胡适的名著，是一个较全的版本，精装印刷，但感觉还不如商务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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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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