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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内容概要

新出土简帛文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周秦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难得的一次重建。本书系统论述了
新出土简帛文献为古代中国哲学和思想都带来的重要变化：第一是宇宙生成论模式的新知。第二是儒
家经典和由经典引导的文明诞生时代的新知。第三是"孔门后学"思想谱系和儒家"心性论"的新知。第四
是对东周宗教信仰和神意论的新知。第五是黄老学公共理性和秦国儒家政治伦理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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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作者简介

　　王中江，男，1957年10月生，河南汝州人，哲学博士，先后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
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
子学会常务副会长。致力于中国哲学和思想研究，先后出版有《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
较》(1991)、《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1993)、《严复》(1997)、《殷海光评传
》(1997)、《道家形而上学》(2001)、《视域变化中的中国人文和思想世界》(2005)、《近代中国思维
方式演变的趋势》(2008)、《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增补版)》(2010)；译
有《论语与算盘》(1996)、《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2000)；先后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30
余篇；主编有《新哲学》辑刊(第一至第八辑)、“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已出版两辑13种)、中华孔子
学会主办辑刊《中国儒学》(合作，已出版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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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书籍目录

导论 “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新知”
第一编 简帛文本与古代宇宙生成论
第一章 《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模式和天道观
第二章 《恒先》的宇宙观及人间观的构造
第三章 《凡物流形》“一”的思想构造及其位置
第二编 从“三代宗教”到东周时代的信仰
第四章 “灾害”与“政事”和“祭祀”——从《鲁邦大旱》看孔子的刑德观和祭祀观
第五章 《鬼神之明》与东周的“多元鬼神观”
第六章 《三德》的自然理法和神意论——以“天常”、“天礼”和“天神”为中心的考察
第三编 心性、美德和境遇
第七章 《性自命出》的人性模式及人道观——“性”、“情”、“心”和“道”等概念释义
第八章 “身心合一”之“仁”与儒家德性伦理——郭店竹简“惑”字及儒家“仁爱”思想的构成
第九章 《穷达以时》与孔子的境遇观和道德自主论
第十章 简帛《五行》篇的“惠”观念
第十一章 早期儒家的“慎独论”与“为己之学”及“公共关怀”
第四编 经典、诠释和意义
第十二章 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
第十三章 上博《诗传》与儒家《诗》教谱系新知
第十四章 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论
第十五章 《老子》的“大器晚成”考证
第五编 共同体生活与公共理性、规范和政治伦理
第十六章 《唐虞之道》与王权转移中的多重因素
第十七章 《凡物流形》的“贵君”、“贵心”和“贵一”
第十八章 黄老学的法哲学原理、公共性和法律共同体理想——为什么是“道”和“法”的统治
第十九章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秦国的儒家式政治伦理
第二十章 睡虎地秦简《语书》的“法律”意识
附录一 《凡物流形》的生成和自然思想
附录二 郭店竹简《老子》略说
附录三 《从政》重编校注
附录四 《凡物流形》重编新知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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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章节摘录

版权页：《太一生水》的“太一”，应该是在《老子》的“一”影响下产生的。没有老子首先为“一
”赋予根源性和统一性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意义，就难以有《太一生水》的“太一”的“一”。“太一
”是合成词，但“太”与“一”不是并列关系，“太”也不是“一”的因，它是修饰和形容“一”的
。“太一”的意思是“至一”，或者是“至高无上的一”。老子之后，“一”本身也在进一步“哲学
化”，而且它与“太一”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可以说是“名异”而“意”多有所合。②我们习惯上
说的希腊哲学家普罗提诺的“太一”，实际上就是一般所说的“one”（希腊语）。（有关哲学上“
太一”与“一”的关系，后再述。）研究者已经指出，“太一”相当于老子的“道”在宇宙生成中的
地位，“太一”的“太”也与老子的“大”有关系。“太”字古通“大”，《骈雅训纂五》“释名”
释大说：“古人太字多不加点，如太极、太初、大素、大室、大庙、大学之类。后人加点，以别大小
之大，遂分而为二矣。”“太”亦通“泰”，《正字通》解释说：“《说文》泰，古文作务，篆文作
乐，省作太，并与‘大’同。”范哗撰《后汉书》，避家讳改从太。《集韵》或作“太”、“大”、
“泰”，音义通，非与大小之大别也。”“太”、“大”和“泰”古音义相通，《庄子》中“泰初有
无”的“泰”即“太”。但在意义的起源上，“太”是从“大”而来。老子称域中有“四大”，说“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用“大”来描述“道”、“天”、“地”、“人”等范围和程度的深
广；老子还多用“大”来称道一些超越者的“超凡性”，如“大道”、“大象”、“大器”、“大智
”等，特别是它用“大”来描述“道”，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老子》二
十五章）。在老子那里，不管是正面事物的超凡性，还是反面事物的程度高，老子都用“大”来说明
。“大”就是事物达到最高的限度，这也正符合“大”字的造字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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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编辑推荐

《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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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精彩短评

1、王中江先生的力作，收获颇丰
2、买来后翻了翻，很好！但没有时间认真看完！
3、很喜欢~~
4、有趣而别致
5、略微翻过，先秦思想史主要问题的老调重弹。论文写过再细看。
6、在中哲领域混了好几年了，却还是第一次读跟简帛文献有关的书。
7、包装实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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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精彩书评

1、作者：曹峰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王中江教授大作《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入选2010年《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于2011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历经10年磨砺的著作，代表
着出土文献思想性研究的新成就，也引领着出土文献思想性研究一些新方向。　　自20世纪70年代特
别是90年代以来，许多深埋于地下两千多年、用竹简抄写的先秦、秦汉文书，纷纷重见天日，一批批
呈现于我们眼前，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河定州八角廊汉简、郭店楚简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战国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等。
特别是郭店楚简的问世掀起了简帛研究的一个高潮，促生了一门国际性显学。郭店楚简中《老子》、
《太一生水》等道家文献，《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等儒家文献，有些可以与传世文献相
对读，有些则完全是失传了两千多年的珍贵佚文。然而，距离这股热潮不过10年，虽然新的材料还在
不断公布，但除了文字、文献学界依旧热闹外，哲学、思想界的热情却似乎慢慢在降温、渐渐在沉寂
。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出土文献固然是一个宝藏，但却不易开启，这项研究需要多
方面的知识和训练，需要长期而艰苦的付出，当初那些只是出于好奇心的参与者当然不可能持久。其
次，这些年，新材料的公布过快、过猛。仅仅对这些新材料展开第一步的工作，如文字的再识别、简
序的再编联，就生产出难以计数的学术产品。第二步工作，即更深层次的思想性研究，建立在对第一
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面对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学术信息，很可能一步跟不上，便步步跟不
上，这自然又使一批人退避三舍。最后，郭店楚简问世之际，激动之余，作些富含感情色彩的发言无
可厚非，然而10多年后，我们更为期待的是谨严厚重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一挥而就。令人欣
喜的是，王中江教授的《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打破了沉寂，这部近60万字的书，正是这样一部
谨严厚重的作品。　　这部著作的特色，首先在于对简帛材料的整体性把握，其关注点极其丰富，涉
及简帛新材料反映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儒、道、墨、法均为讨论对象，从形而上层面的宇宙论、
天道观、心性说，到形而下层面具体的、可操作的政治伦理，均在考察之列。这体现了作者致力于“
古代哲学和思想记忆的复活”的积极尝试。　　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特色在于哲学的进路，也就是说，
在观察分析那些简帛文本时，并不拘泥于文本自身，就事论事地作出讨论，而是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
，从思想史、哲学史整体的视野去观察和发掘这些新材料的价值。如对信仰形态、德行伦理、为己之
学、公共关怀、法哲学、政治伦理等问题的讨论，就是从哲学角度对简帛材料的重新审视和提炼，带
给我们的是全新的视角和活跃的思维。　　基于这样一种整体思维，该书进一步提炼出“简帛文明”
概念，这个概念用来指称古代中国以竹简、木牍和缣帛等为书写材料而保存和传承下来的丰富多彩的
古代中国文明。比起“青铜时代”这一概念来，“简帛文明”是一个更加广泛和综合的文明概念，它
承载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思想信息比其他任何载体都要大，奠定了后来中国整个历史的基础。用一
种文字载体来冠名一个时代或一种文明，作为一个概念是否成立，学界多有争论。但作者的学术意图
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提醒我们注意先秦、秦汉时代中国古代文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醒我们关注
日益增多的简帛古籍对哲学史、思想史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对我们从事简帛文献思想性研究的学者
而言，不乏有益的启示。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2、首先抱怨一下校对的编辑。文中有很明显的错误，诸如一个句号后面紧跟一个逗号，脚注的标号
后没有任何内容... ...书的内容基本覆盖了重要的出土简帛，由于作者的背景是哲学教授，所以介入的
方式更多是思想史研究，而且由于简帛文献本身对古代史与思想史的重要性，所以这样一本新著还是
有它很大的意义的。尤其是对于希望了解战国思想史的读者，还是很好的一本书。最后抱怨一下定价
，虽然开本不小且有600页，但是100大洋的价格还是略略令人感到肉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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