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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思想札记》

前言

　　一 本书形成的动因　　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不是治先秦思想者，对先秦思想生成及其发展的历
史，可以说是十足的门外汉。此书只不过是作者学习先秦思想时所做的思维训练功夫，即不过是把阅
读先秦典籍过程中所闪现的思维火花、所产生的思考以及生发出的疑问、困惑如实地记录了下来。这
些东西本来是自娱自乐的，只是因偶然的原因而意外地整理、付梓，成为了现在的文字。　　这样说
并不是出于谦虚或为了可能出现的谬误而找个自我逃遁的理由，而是表述这样一个事实：学者，就是
学习者。只有学习，并且只有不断地学习，才可能生成新的视野、新的思维和新的方法。所以，学习
之于学者而言，应该打破专业界限，推倒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阻隔之墙。以这样的姿态来学习的人，所
努力追求的是融通中西的视野和能力。因此认真说来，只有具备真实的融通中西的视野和能力时，学
问之道才能得到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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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思想札记》

内容概要

思想始终在历史长河中生成与展开，并根据其自身的时代境遇和生存困境而探求因革之道。《先秦思
想札记》循此因革之道，重新检讨其生成的源头与流变，突显了先秦早期传统何以向先秦转换生成的
桥梁和诸子学说生成的直接思想资源，再现了先秦时代的思想主题：诸子虽各立其说，但都围绕“天
下道术分裂”的时代困境而寻求不同的解救之道，并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弘扬了“以王道为目的，
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的先秦早期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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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思想札记》

作者简介

唐代兴，男，四川广安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研究主题
：当代人类何以才能理性生存发展？研究目标：创建体现当代人类精神发展方向的“生态理性”新哲
学体系，为当代人类存在发展而重建存在信仰、生存信念、价值体系、伦理理想和行动原则。围绕此
主题而分别从形而上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不同方面展开研究，迄今为止，初步
公开发表500 余万字的著述：其中包括发表哲学、伦理学、美学等方面论文100 余篇，出版《作家哲学
论》(1990)、《人类书写论》(1991)、《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1998)、《生存的智慧》
（1998）、《当代语义美学论纲：人类行为意义研究》(2001)、《利益伦理》（2002）、《公正伦理与
制度道德》（2003）、《优良道德体系论》（2004）、《生态理性哲学导论》(2005)、《学会学习》
（2007）等11本专著；八卷本《伦理学体系》和《生态化综合：一种新的世界观》将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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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道德典范体系虚构的基本视阈与方法道德典范虚构，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一大特色。荷马史
诗、希腊神话，都体现了道德典范虚构特征。道德典范虚构是指通过虚构的方式而塑造道德英雄，使
其成为人间现世道德生活的榜样和后世道德行动的楷模。比如，普罗米修斯、耶稣、释迦牟尼等人物
，在最终意义上都是道德虚构的典范形象。唯有通过虚构的道德英雄，我们才可获得生存跋涉的方向
，才能拥有生活行动的目标，才可具备自我人性塑造的蓝本。《圣经》讲，上帝耶和华在创世的最后
一天，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如果说，上帝塑造了形体上的人，那么，人则按照自己虚构（设计
）的道德典范形象创造了人性的自己。简单地讲，道德典范虚构之目的，就是使人成为人。　　使人
成为人，这是一个大命题，它必须有具体的内涵与性质规定，否则，它作为一个命题就没有任何实质
的指涉意义。在“使人成为人”的这个命题中，客观地存在着使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正是这样一
个实质性的问题，把道德典范虚构分成了两种类型：即使人成为手段的人和使人成为目的的人.从遥远
的古代到当代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格局，产生了不同的发
展状态。这种发展格局和发展状态的不同，表现为远古所虚构的道德典范体系对后世子孙的行动塑造
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却最终源于中西先祖们选择不同的“使人成为人”的类型来虚构道
德典范。概言之，西方人的先祖们在虚构道德典范时，选择了以“使人成为目的的人”为依据来进行
道德虚构。因而，道德虚构的重任交给了思想者，思想者们则根据人性塑造的需要来虚构出公共的道
德英雄。这些被虚构出来的道德英雄，不属于权力，不属于阶级，不属于血统与宗法，而为全社会所
共享，为民族所共有，并生成民族文化创生的聚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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