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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内容概要

本书从剖析孔子仁学开始，提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认为血缘、心理、人道、人格为
四大因素，孟、荀从内、外两方展升为光辉的个体人格和伟大的人类特征，而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
为部精神。本书并以此贯穿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其中着重论证了中国
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
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
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动摇
，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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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空再读。
2、很喜欢的书，相当不错
3、和葛兆光的思想史一起读，更加清楚
4、影响一代人的经典~
5、读的是三联版的，要了解中国传统，理解今日中国，绕不开的一本书，也算是一条捷径。
6、认识祖先，认识自己
7、很喜欢。
8、已购
9、脉络明晰，文字优美，佳作
10、李泽厚的文如其名。
11、这本书，很耐看，对于孔子的评述虽然还是夹杂某些文革腔调，但是具有实在内容，已经是那个
时代开风气的作品。我在2009年2月底匆匆翻看完，但是呢，因为国学几乎没有底子，对于春秋之后的
思想家，基本没有办法评论。
12、在李泽厚的三论中，这本是最薄，可却是最厚积薄发，见微知著的，李大师全面梳理了我对中国
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脉络。我深以在大学能读到此书而幸甚。
13、提要极好。
14、内圣外王。无法晓畅。
15、陈教授の野望第十四弹，超稳定の结构：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已读完。我原以为相比于
近代史论来说，李泽厚是神进步。今天！才！发！现！原来那些！都是50年代写的！不写的跟傻逼样
才怪！！！还！是！80年代！！的李泽厚！像个正常人！！！
16、高中毕业时候读的盗版书，激发兴趣
17、我很遗憾自己只能读进去《庄玄禅漫谈》一章，但看得我心潮澎湃，经典就是经典，喜欢思考的
同学们都该读读。
18、看完了某本奇幻小说之后看李的理论 对巫一块的理论表示激情澎湃
19、大一时看得津津有味
20、大师级别；感觉是大陆这一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观点，而且观点很让人无法反驳。对于宋明
理学的这部分尤其印象深刻；大部分时间在上班的时候偷看，也算兴致勃勃。
21、很有启发，对古代思想有更全面的理解
22、古文太多了。。看不懂。。
23、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应该读下这本书，将古代思想论述得很清晰。唉，又想到某集团言必称马列，
毁我传统文化。。。。
24、牛逼闪闪，放光彩；牛逼灿灿，暖胸怀。
25、那是我真正入门中国文化的早期书籍
26、不代表本人观点。可观。
27、李泽厚是70年代到80年代唯一的一个思想启蒙者。
28、梳理得很清晰。
29、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溯源。
30、把古代给我说清楚了
31、很多年前讀的，記不清了 當時讀起來各種高大上，現在可能態度會有所改變
32、是一本有趣的严肃哲学著作。正如作者自己说的，这本书不是一本充满考据的历史著作，也不是
一部就历史细节深入研究的作品。里面充满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和真挚情感~我个人最喜欢
里面论述中国禅宗文化的部分~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不妨看一看。我准备把这个系列通读一遍~
33、我总是觉得他的书内涵相当的深厚
34、后两章还行 前面一般了
35、大学时读，三星半，三部思想史论中最好的一部
36、最爱的大家：李泽厚和冯友兰。  
文字朴实，道理真实，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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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冯的《历史本体论》，没有注解没有书目，只用普通人能懂的词语，叙述最难以解释的哲学。如
果要看哲学 ，推荐先看冯友兰的几本中国哲学简史。
37、很好
38、三天读完，每天在自习室的最后时间和睡觉前的时间看完它。我的观感没有评论说的那么好，大
概是我力有不逮吧。总的来说，孔子再评价，秦汉思想简议，经世观念随笔三篇观感最佳，尤其是经
世观念一文。李泽厚先生此书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想法就是由远古氏族社会延伸而来的各种思想，无论
是孔子思想的渊藪，宋明理学思想的汲取的资源等等，都是以氏族观念为前提的。我有个小小的执着
，就是想在这么纷杂的古代社会里理出一条清晰且正确的路数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只能读并且思考
他的各种观点而做不到接受它们，抽取某些思想来作为自己的论点这种事太多了...我觉得是看历史著
作多了的后遗症之一。题外话一句，这个版本非常的差，错字，衍字，排版错误，空格非常之多，几
乎以为是盗版了...
39、略略读了其中老庄禅的部分，顶礼膜拜之
40、这本书是盗版的吧。。。
41、10年5月29日
42、大师
43、短论
44、史论
45、拍大腿都拍麻了~~
46、聪明
47、2008年10月11日-20日。
48、啥也别说了，经典自然要看才行
49、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不过去年年底才读，里面的观点在其他几本书里基本接触过了，所以感触不
大。三本思想史就近代一直读不下去，党八股味受不了。
50、多年磨剑不寻常，一朝倚天震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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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李老先生是通史的通才。横的联系，纵的脉络，一样一样给读者摆清楚。对于迷失在诸子百家的
森林的同学，此书是一本地图。
2、很少能读到让人耳目一新的书，这本书就是其中一本。读完这本书后，整整让我思考了一个多星
期，很多以前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完全被打乱，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有个人对我说，读了这本书
以后觉得里面有类似康德、存在主义等西方哲学的影子。呵呵，他可能不知道李泽厚写过一本非常专
业的康德述评。他被下放的时候专门带了一本还是几本的康德在身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为此
还自学过德文。刚开始读这本书，我对李先生把握史料的能力佩服的不得了，很多人都能游离于史料
之间，更有很多人整本书就是史料的堆砌，但是像李先生这样熟读史料，又能超越史料，总结出自己
全新观点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且这些观点因为有了大量史料的印证又极为让人信服。这套三本书
我一直带在身边，有事没事就读一读，好文章总是看不厌的。
3、这次认真地读完了这三本书，总体感觉可以用前段时间凤凰卫视为李泽厚做的一个专题的题目来
形容——李泽厚虽然不再被摹仿，但是从未被超越。李泽厚在三本专著中所提出的很多命题、范畴，
在今天依然被学界使用、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依然先锋。有对比才能显出优劣，试问，是李泽厚太超
前，还是当今的学界太落后？智者见智吧。“实用理性”是贯穿三本思想史的核心观点。所谓“实用
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
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
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这种实用理性是我们中华民族思维上最大的特点，
得益于我国早熟的理性文化精神，即从夏商巫文化过渡到西周的礼乐文化，从敬天帝到重人世，巫与
史的分化就是一个证据。而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就是因为它符合这种实用
理性，比如重视血缘亲情，人生精力投入现实生活等等。李泽厚指出，儒家思想的可取之处在于以生
为乐的进取生活态度、重视人际关系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把握原则但灵活变通的中庸精神。而释道文化
是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对立面而存在的，它们自身没有独立的价值。释道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一种审美
性的文化，即用直觉把握世界。当然这种审美文化也是儒家文化的合理发展，比如孔子就有“吾与点
而”的理想。此外，其他诸子百家也都渗透着这种实用理性，兵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物理学、法家的
权术等等。以上这些传统思想就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后世中国人有意无意地都会
借鉴这些思想。进入近代思想史的论述中，其实已经暗含了这样一个潜在的背景——启蒙与救亡，虽
然这命题是在现代思想史中明确提出的。在近代各位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中有以下的共性：重视借鉴西
方自然科学知识（虽然只是似懂非懂）论证进化的必然，在改造现实社会无望的情况重视个体的道德
修养、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大部分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近代思想史的写作的潜台词就是中国人为什
么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反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质的。相对来说，近代思想
史是最难读的。在现代思想史中，对青年毛泽东思想的评论是最给力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对日后中
国革命的影响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话不能说得太明白，大家还是自己去读吧。实用理性、启蒙与救亡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是这三本思想史的核心思想，他站在当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背景下，反思启蒙与救
亡的矛盾，重新整理实用理性在当下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李泽厚有一种诗人气质、史家抱负、美学
家的情怀和思想家的深度，作为我大学三大启蒙导师之一，为我打开一道思想的门，让我意识到自己
的无知。
4、这本我也读了，本来是史学三论，只买了一本，谁知在去哪个小书店就没有了。这种书我看着就
累了，不是写的不好，而是引用很多，很多书都没有读过，单听他评论我怎么知道是否是对还是错呢
，我不会弄那种先入为主的事，也凑合看吧，就是容易犯困，我是真的不喜欢他的习作风格。还好书
上还没有留下我口水阴干的痕迹。嘻嘻。禅宗这块呢我也不熟，因为我没有看过公案什么的，以前觉
得四大皆空很神秘，结果试一试，人被空傻了，呵呵，我想了三天，最终得出一个答案，就是我玩跑
偏了。李泽厚书中揣测的那个什么什么~~，哎呀忘记了。我是不赞同的。当然也没有什么正确的可说
。那我要说什么呢，岂不是诽谤人家。古董行有句话叫“不真”，呵呵，不能说“假”要说不真。真
滑头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5、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论著，要不是因着对李大师的兴趣和信心，是断断不会去翻开这样的题目。
大师的东西一如既往的引人入胜，即使是那些貌似无趣的话题。但是因为本人的才疏学浅，硬是迤逦
的看了一个月才啃完全书。“内圣外王”，“天人合一”对我所以为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传承和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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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大略的了解。还记住了庄子的一句话“物物而不为物所物”，很拗口。
6、一直很喜欢看中国的古代思想史，以前一直都是扬法抑儒，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觉得儒家对于
中国人的思想沉积的作用无可取代，但是孔子之后各家的儒家都有各自的发展，有些在一定程度上甚
至是背离了孔子的思想，但是有些部分也是朝积极方向发展。总而言之，这本书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我之前对于儒家的一些偏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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