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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

内容概要

《中国哲学史大纲》为胡适所作，是中国学者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
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它所获得的赞誉无以复加，不但被视为一本划时代
的著作，而且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为胡适的学术
地位奠定了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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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

书籍目录

序蔡元培 再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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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之思潮 第二章所谓法
家 第三章古代哲学之中绝 附录一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附录二《墨子·小取篇》新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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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但是“援例”的推论，有时也会有与“归纳法”同等的效能，也会由个体推知通则
。例如见张三吃砒霜死了，便可知李大若吃砒霜也会死。这种推论，含有一个“凡吃砒霜的必死”的
通则。这种由一个个体推知通则的“援例”，在《墨辩》另有一个名目，叫做“擢”。《经下》说： 
擢虑不疑，说在有无。《说》曰：擢，疑无谓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之又死也，可（之又两字旧作
“文文”今以意改）。 《说文》：“擢，引也。”与“援”同义。此类的推论，有无易见，故不用疑
。例如由臧之死可推知春的死。与上文吃砒霜的例相同（孙诒让读擢为榷，非也）。 （七）推也者，
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也者，同也”
，“也者，异也”，上两也字，都是“他”字。这个“推”便是“归纳法”，亦名“内籀法”。上文
说过，“取”举例，“予”是断定。归纳法的通则，是“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事物，知道他们是如此，
遂以为凡和这些已观察了的例同样的事物，也必是如此”。那些已观察了的例，便是“其所取者”。
那些没有观察了的物事，便是“其所未取”。说那些“所未取”和这些“所取者”相同。因此便下一
个断语，这便是“推”。我们且把钱大昕发明“古无轻唇音只有重唇音”一条通则的方法引来作例（
轻唇音如f、v等音，重唇音如b、p等音）。 一、举例（以类取）——“其所取者”： （1）《诗》“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檀弓》引作“扶服”，《家语》引作“扶伏”。又“诞实匍匐”，《释文
》本亦作“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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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

编辑推荐

《国民阅读经典:中国哲学史大纲》汇聚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积累的基础名著，都是人人应读
、必读和常读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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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

精彩短评

1、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考据之上，考据孔、老、庄、墨的出生和其著作的真实性
。之前读过林语堂论冯友兰和胡适二人哲学史著作的利弊，准备读冯友兰。
2、16034（0624-0629）。
3、说是开山之作，被冯友兰后来居上。作为门外汉，确也比较喜欢冯那本。胡适这本对读者底子要
求较高，另外，他好下论断，未经过一定的训练就很难对他那些论断做判断。
4、每个有修养的国民必读的经典。
5、分析很透彻，有理有据。不过只看一遍是不行的。
6、只想说胡适的考证功夫和自负真心融为一体。
7、经典书籍值得学习和收藏，经典书籍值得学习和收藏
8、很受益，了解到古代哲学的起源和演变。可惜古文底子不好，那些引自古时著作的章节看起来很
费劲。
9、作为最早研究哲学史的著作，从研究方法和内容质量来看，要比现今的哲学史要认真和完善。可
惜的是，胡适只写了三分之一！
10、27岁的胡适写的东西。。。简直了
11、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将老子、孔子、墨子、荀子、杨朱、庄子等阴阳、儒、道、墨、法、
名六家诸子的思想理论阐述的比较详尽，有的堪称透彻，入木三分。让人思索，个别思想甚至颠覆人
们的常性思维。此书仅为大纲，还要配合诸子全文才可了解其基本思想。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
》系列可以参阅。
12、终于对儒家、墨家、法家、老庄思想等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系统的了解了
13、胡先生的人品极佳，，学识也是极佳的
14、成名作还是不同凡响的
15、导言非常值得一看。讲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是明变，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
是求因，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三是评判，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效果。
16、大师著作，国学经典。
17、观点明晰，没有一句废话，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治学当如此。
18、考据派哲学史，看过两遍，不是很喜欢这种做哲学的风格。
19、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自录。
20、先知
21、这部书是胡适二十七岁时写定的，凭着这书，胡适“爆”得大名，被誉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山的
人。年纪轻轻的竟然有如此的学识，真令人惊叹，想我在这个年纪，才开始真正接触文言文，佶屈聱
牙，如今先秦诸子也大都看过，不过看懂已经是很奢侈的了，不要说欣赏。胡适自己得益于旧式的教
育，文字的障碍不多，加上从西方学到的理念，研究古代哲学来如虎添翼，自己因此成名；他认识到
文言文的不便，反过来提倡白话文，这功自然不可没，不过发展到现在，文言文早已成为一门艰深的
学问，中国古代那些优秀的典籍因此更加少人欣赏，这也是值得叹息的。
22、书的质量非常好，应该是正版图书。
23、一遍，再一遍。
24、扯出一段胡适冯友兰的恩怨，两本哲学史都蛮好
25、8.10-8.21看的书。满书的子，看不懂，但还是坚持看到最后几页。看懂的内容不多，但也受用了
，就怕看懂的那些不是那个意思了。
26、中国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唯物唯心，都很牛逼，春秋战国，让人神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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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

精彩书评

1、最近，有另一个公共号推荐书目里出现了这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是这样评价的：
“这本书实际只写了中国古代（先秦）的十数位大哲学家，起自老子，终于荀子，深入浅出，明白如
话，非常好读。据齐思和先生说，在上世纪20年代，青年学生的书架上几乎人手一册此书。”适逢我
也在读此书，通篇读完也颇愿意推荐一下本书。从特点上来说，为本书作序的蔡元培先生写的很清晰
，“本书的几处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
究。”对我来说，读完本书有以下几个体会：一、对原文内容融会贯通前面说的“明白如话，非常好
读”一定不是我会同意的评价，本书对于文字理解，尤其是文言文阅读的能力有着不小的要求，在理
解论点之前需要对原文内容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读本书的难度，大致上与《庄子》《荀子解集》一
类的书接近，在具体哲学流派、人物观点的论述上，作者穿针引线的介绍和分析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
用，加快了理解的便利。但是作者本身，对于典籍非常熟悉，在论述中对原文信手拈来的应用，并习
惯性加入对原文或常见注解的点评。在引述部分，内容比起带完整注释的原文——例如孙诒让版的《
墨子间诂》，对原文熟悉和理解的要求更大。同时，作者还会经常提出，注解训诂不同的意见，对原
文意思的理解有更好的推进作用。二、对史料的独特理解、分析对于史料的选用，在导言中就首先提
出史料有真有假，对于史料的审定要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五个方面予以分析。其中举例
到：《韩非子》第一篇劝秦王攻韩，第二篇劝秦王存韩，这种矛盾背后说明一定有一篇应是伪作。对
于有争议内容，也不是一棒子打死，有些思想反而可以从中发掘，诸如慎到、彭蒙、田骈，宋钘、尹
文等诸子，可以从《庄子》天下篇中窥以端倪，今日散佚的有些观点，可能正散落其中。三、哲学观
点的建设性本书的很多论述和观点，对我来说都非常新颖、有建设性。讲孔子的学说，落脚点选在《
易经》，而一部《易经》则论说三个基本观念：（一）易，（二）象，（三）辞。将孔子哲学的根本
观念与此联系起来，相比之下，肤浅的讨论什么学习简直不能再算作是哲学层面的讨论。讲各家哲学
观念，都分析他们对“名”的态度，在最后谈尹文时，将“名”与应名的“形”（即评价）与妇女缠
足联系起来，原文的“美”让人忍痛要做，等到了被定性为“野蛮”、“残忍非人道”便无论如何不
愿意再缠，也不觉得美了。这让我想到刘瑜老师的《语言的贫困》。在本书的最后，胡适还多次反对
刘歆、班固等人品定的六艺九流之类的区分，还颇为大胆的认为尹文子纯粹法治主义的观点，是中国
法理学史的一大进步。胡适自己评价道：“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
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
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读书会上学期重点
读了中国先秦诸子中的几位，也选读了一些著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恰好可以在这一范围帮
助更深入的理解，作者的名字本身是对这本书的强力推荐，当然尤其当你知道，这部书是他二十八岁
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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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

章节试读

1、《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笔记-第八篇

        别墨，即“新墨”，为科学的墨学，有别于之前宗教的墨学。
《墨辩》论“知道”的分别，凡有三种：知：闻，说，亲。别人传授给我，故叫做“闻”。由推论得
来的，故叫做“说”。自己亲身经历来的，故叫做“亲”。
什么是正当的欲恶：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

2、《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笔记-第六篇

        墨家的根本—实利主义：为什么；有什么用处；把所知的能否应用来定所知的价值
内容：天志；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节葬短丧；非乐；尚贤；尚同

3、《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笔记-第十篇

        孔子政治学说的中心点是“正”，即西方政治学中的“爸爸政策”。孟子则是“利”，即“妈妈
政策”。爸爸政策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妈妈政策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

4、《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笔记-第十一篇

        荀子的“天论” 能用老子一般人的“无意志的天”，来改正儒家、墨家的“赏善罚恶”有意志的
天；同时却又能免去老子、庄子天道观念的安命守旧种种恶果。不但要人不与天争职，不但要人能与
天地参，还要人征服天行以为人用。
荀子虽不认历史进化古今治乱异道之说，他却反对儒家“法先王”之说，而要“法后王”。并不是因
为后王胜过先王，不过是因为上古的制度文物都不可考，不如后王的制度文物可考。
荀子论天，极力推开天道，注重人治。荀子论性，也极力压倒天性，注重人为。他的天论是对庄子发
出的，他的性论是对孟子发的。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解作天然
，天生的；伪解作人为的。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家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认为凡是“
天然的”都比“人为的”好，以至后来渐渐把一切“天然的”都看作“真的”，一切“人为的”都看
作“假的”，唯有荀子极力反对这种崇拜天然的学说，以为“人为的”比“天然的”更好，认为性是
恶的，一切善都是人为的结果。这种推崇“人为”过于“天然”，乃是荀子哲学的一大特色。
人的天性有种种情欲，若顺着情欲去做，定做出恶事来。因人性本恶，故需有礼义法度，“以矫饰人
之性情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性情而导之”，方才可以为善。
孟子把“性”字来包含一切“善端”如恻隐之心之类，故说性是善的。荀子把“性”来包含一切“恶
端”，如好利之心、耳目之欲之类，故说性是恶的。这都由于根本观点不同之故。孟子又以为人性含
有“良知良能”，故说性善。荀子又不认此说。他说人人虽有一种“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即
“可能性”），但是“可以知”未必就知，“可以能”未必就能。
孟子说性善，故他的教育学说偏重“自得”一方面。荀子说性恶，故他的教育学说趋向“积善”一方
面。荀子认为人性只有一些“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正如一张白纸，本来没有什么东西，所以
要一点一滴的“积”起来，才可以有学问，有道德。
荀子认为人是生来就有情欲的，故要作为礼制，使情欲有一定的范围，不致有争夺之患；人又是生来
爱快乐的，故要作为正当的音乐，使人有正当的娱乐，不致流于淫乱。这是儒家所共有的议论，但是
荀子是主张性恶的，性恶论的自然结果当用严刑重罚来裁制人的天性。荀子虽自己主张礼义师法，但
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就直接主张用刑法治国了。
论心 荀子说性恶，单指情欲一方面，但人的情欲之外还有一个心，心的作用极为重要。

5、《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笔记-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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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

        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虽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
、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把进
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
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6、《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笔记-第236页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
、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
后来的儒者读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把“伪”字看做真伪的伪，便大骂荀卿，不肯再往下读
了。
实际上“教化”何尝不是一种修饰、作伪——撇开“性善”、“性恶”的争论，对内心欲念的克制，
自然是一种伪的，绝非“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想来这天然去雕饰自然是要吃吃、要喝喝、想
拉就拉、想哭就哭。
也可笑儒家后世不愿承认这种“伪”，崇拜“天然”，却偏偏把人教成了伪君子。
例如人见可欲之物，觉得此物可以欲，是“情然”；估量此物该要不该要，是“心为之择”；估量定
了，才去取此物，是“能为之动”。情欲与动作之间，全靠这个“心”作一把天平秤。恐怕后世，王
阳明之“心学”亦发端于此。

对于自由，亦有此种争议，到底，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是自由亦或是人成为了欲念的奴隶？生理之种
种需求，心理之种种条件反射，是否是人被生理现象所绑架。
也许，饿却可以不去吃、困却坚持不睡，以意志来抗争反而是体现人与动物的不同，体现自身的意志
。
无论是头悬梁、锥刺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都是这种意志的体现，正是逆了天
道自然，非以人为逆转客观规律，以体现自由。

7、《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笔记-第七篇

        杨朱的根本：无名主义，为我主义。存我而不侵物
内容：为我；悲观；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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