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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分为绪论、辛亥革命后的哲学思潮（1912—1914）、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哲学思
潮（1914—1919.4）、五四运动与哲学发展的新阶段（1919.5—1920）和新文化运动分化中的哲学思潮
（1921—1927）五大部分，共22章的篇幅。
本书涵盖鸦片战争后至1927年的哲学思潮，作者将重点落在在辛亥革命后。由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
与思想文化密不可分，而本书的实际内容即可视为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史。本书是形成作者学风三大
特点的奠基作：
①不讲空话，用翔实的史实说话。
本书内容丰富，论述了近百人的思想，其中有专门章节的即达三十多人，而且资料翔实，是作者穷多
年之功，使用了全国十个省市三十多家图书馆的馆藏。直到现在，那么丰富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著作也不多见。
②绝不人云亦云。
本书填补了很多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空白。例如，辛亥革命后的思潮，杜亚泉、王星拱、章士钊、黄远
庸、蓝公武等很重要但被忽视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最少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得到系统、全面的论述。即
使过去人们已经涉及的人物，如胡适、陈独秀、戴季陶等也以新的资料和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作者在
本书后记中的一段话，至今仍被人们一再引用：“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
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这是本书成就的根源。
③以中国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转型为基础观察史事和人物。
作者的创新除了重视史料搜集外，还善于从新的理论高度和新的视角去分析问题。其中最基本的是从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全局出发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因而提出许多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独特的论点。此
外，在方法上也有不少创新，如把历史人物的思想紧紧与时代和思潮变迁交织，分段研究，拒绝囫囵
吞枣，得出不少新的结论。
本书初版1987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那是“左毒”远未肃清的年代，作者以值得称道的理论勇气和扎
实的工作把中国现代哲学和思想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出版后学界好评如潮。例如研究中
国哲学的著名学者、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的孔繁教授特地给作者写信说：“我认为
这是一部现代哲学史巨著，而且是一部在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方面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巨著。绪论中
关于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对象、分期和方法的论述，气势磅礴，颇能发人深省。以前我曾读过您的
一些现代哲学史文章，我感到您是吃透了唯物史观，故多中肯见解。这个特点在本书中更有充分发展
。现代哲学史的文章难作，而您是作成功了。”
本书初版在1989年分别获得广东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的优秀教材一
等奖；1991年，光明日报社主持对“文革”以后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评奖，本书又获二等奖
。
初版因印数少、年代远，已经难以寻觅。且今天看来，许多观点仍然不过时，甚至某些研究点仍居领
先地位，当年袁伟时凭本书初版当选中国哲学会副会长，数届连任，奠定其在当代哲学研究界地位。
此次再版，作者做了不少修订，务求后出转精。
目录
修订版自序： 我的困惑、探索和反思 ／ 001
挥之不去的困惑 ／ 001
三大“原罪”再思考 ／ 002
中国现代哲学几个根本问题 ／ 004
正视三大思维陷阱 ／ 006
绪论
第一章 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对象、分期与研究方法 ／ 003
第一节 现代哲学的整体联系对研究对象与分期的规定 ／ 003
第二节 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制约 ／ 005
第三节 从思潮和系统发展的角度研究现代哲学 ／ 007
第四节 正确理解中西现代哲学的统一与差别 ／ 010
第二章 中国现代哲学的诞生与哲学变革的命运 ／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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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现代哲学的诞生 ／ 013
第二节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 026
第三节 哲学变革的不彻底性及其原因 ／ 040
〖一〗辛亥革命后的哲学思潮（1912—1914）
绪言 ／ 049
第一章 维护共和制的哲学思潮 ／ 051
第一节 民主主义者对共和制哲学基础的论述 ／ 051
第二节 孙中山对民生主义哲学基础的探索 ／ 058
第三节 蔡元培的哲学思想 ／ 063
第四节 章士钊的“调和”哲学 ／ 071
第二章 哲学教育的改革 ／ 079
第一节 废止读经及其反响 ／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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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庸言》与梁启超等的哲学思想 ／ 088
第二节 尊孔逆流与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 096
第三节 蓝公武和黄远庸哲学思想的新变化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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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曲折的思想历程 ／ 111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哲学思想 ／ 117
第三节 转变的根源和归宿 ／ 124
〖二〗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哲学思潮（1915—1919.4）
绪言 ／ 133
第一章 陈独秀等启蒙学者的哲学思想 ／ 137
第一节 早年的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创办 ／ 137
第二节 陈独秀前期哲学思想 ／ 140
第三节 蔡元培哲学思想的发展 ／ 146
第四节 恽代英前期哲学思想 ／ 151
第二章 关于中西文化的辩论 ／ 165
第一节 《新青年》派对新文化运动理论基础的探索 ／ 165
第二节 杜亚泉及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论 ／ 170
第三节 《新青年》派对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论的批判 ／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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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青年》对鬼神迷信思潮的反击 ／ 215
第五章 李大钊前期哲学思想 ／ 221
第一节 早年的经历与哲学和政治思想 ／ 221
第二节 为再造中华服务的宇宙发展观 ／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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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 ／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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