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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新编》

内容概要

《中国哲学史新编》提出了中国哲学创新的三个标志，即核心话题的转换、人文语境的转变和诠释文
本的转换。由先秦和道德之意、两汉的天人之际、魏晋的有无之辩，随人文语境的转变，体现了每个
时期的时代精神，核心话题所依榜的诠释广西也由“五经”、《公羊春秋》、“三玄”、佛经到“四
书”，最后落实到与时谐和垢和合学创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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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新编》

作者简介

张立文，男，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198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周易
学会副会长。在长期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中，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建构了传统
学、新人学及和合哲学体系。专著有《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周易
帛书注译》、《宋明理学研究》、《朱熹思想研究》、《走向心学之路》、《李退溪思想研究》、《
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等。著作多次获北京市、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并获
退溪学国际学术奖，被收入国内各种名人录及英国剑桥、美国、印度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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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新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中国的哲学
第一节 危机与合法性
第二节 自立与走自己的路
第三节 创新与自由文化氛围
第四节 哲学逻辑发展的阶段
第五节 哲学精神
第二章 哲学的原创：先秦百家哲学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天道自然
第三节 人道有为
第四节 道德利益之辨
第五节 名实之辨
第六节 治道的建构
第三章 哲学的发展：汉唐三教哲学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究天人之际
第三节 通有无之辨
第四节 求佛性之原
第五节 道教的回应
第六节 儒学的复兴
第四章 哲学的“造极”：宋元明清理学哲学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天理的发现
第三节 天理的挺立
第四节 本心的彰显
第五节 气统“上下”
第六节 天理的解构
第五章 哲学的延续：中西会通的近代哲学（上）
第六章 哲学的延续：融通创新的现代哲学（下）
第七章 结语：与时创新的中国哲学
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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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新编》

精彩短评

1、仅仅是看前言部分就不禁赞叹，真乃好书也~大气磅礴，气势恢宏，立意高远而又不失细节，感觉
作为一本教材相当好，很有担当感.
2、参照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来读还不错。
3、系统，完备
4、就是还行的意思，教材。
5、张立文版本的中哲史是以问题为线索的，意识形态不是很重
6、无论是作为一本教材，还是一本教科书，或者作为入门读物，都是一本不错的书。嗯，感觉人大
的哲学教材出的要比北大的好上很多。
7、书不错，发货速度也不错。人大考研指定书目。
8、中哲史什么时候能有写的像点样的⋯⋯⋯⋯
9、很有特色很纯正的一本哲学史。
10、不如拟题为“中国思想史”更妥。
11、文笔还是洗练中的的  选取的古文 也有恰如其分的阐释 脉络很清晰
12、还好吧 跟正版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的不过
13、编写方式新颖，就中哲史的实质内容来说无甚长进。多人编写中有益的尝试。总体来说，人大的
中哲史和西哲史虽然都是比较新的（或者最近修订过），但是却没有比之前有的本子好。并且作为教
材，定价普遍高一截（特别是西哲）。没有显示出人大作为哲学学科排名第一的真材实料。
和合学是浆糊学的别名吗？
14、没办法，为了应付考试买的。但是感觉编者有些太过渲染，个人观点很强。中国的文人教授难道
都是这样的？呵呵。与实际生活脱离。
15、这本书保存得相当不错就是旧书本而言设计不是很好不过店家方面很满意价格便宜点最好毕竟属
于教材有些贵
16、不到两星期看完。不过我也没有太多时间了。再接再厉。
17、书按哲学史发展脉络给出了专题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功底相当深厚，信手拈来洋洋洒洒，看来不
难，而且因为是按专题写的，不是编年史体例，可以随手翻任何章开始读，对于我这种些非专业人士
，当做一种读物开拓一下视野也不错
18、很不错哦，考研得澳彩
19、书感觉不大像正版的，纸质有点差，不过内容很好！
20、感觉人大出的书就是为考试而为准备的···
21、我很喜欢这本书，它将我国的哲学发展史系统的进行了介绍。语言优美简练，读起来朗朗上口。
重要的是，语言并不是很难理解，很适合没有基础的人学习。
22、教材。
23、书看起来还不错，印刷也不错
24、能说什么呢⋯⋯汉唐佛学写的就是一团浆糊。和合学是呵呵学麽？真要搞这玩意就不信中国能赶
上国外。先秦写的不错～

25、写的很差，不建议看，要看北大出的，或者是冯友兰的砖头书。
26、条分缕析，见解是很到位的。但是以问题为经纬，对于人物整体，有所割伤。是本不错的教材。
失之于匠气太重。！    一年之后再看，简直对孔孟是隔膜。
27、有一些新观点  文笔也好
28、很全面，很系统，但是，只是教材，我喜欢的不在课本里啊~
29、比较垃圾，一点体系也没有~~~~
30、我是因为要考研买的这本书。但从书的内容来说的话，是很好的，和北大的书很不一样，和北大
的参看会很有收获的。书的质量很好，满意
31、文哲史必读！推荐阅读！赞?
32、同上一本
33、书是正版，只不过要是自学的话有点痛苦。特别是讲到魏晋玄学的时候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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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新编》

34、中国哲学蕴含很多大道理，这本是名校作品，买来收藏，不时翻看，静静地看，会有收获
35、除了纸张和字体 什么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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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新编》

精彩书评

1、请教：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他所向往的大同社会是一个与充满苦境的现实社会相对立的、没有阶
级、国家、没有私人财产、只有平等和富裕的乌托邦，其实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                
——————张立文 主编 《中国哲学史新编》P.375请问，我不理解的是，如果康的“大同社会”如
书中所言，是“没有阶级、国家、没有私人财产”的，那么怎么可能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呢？
我一直以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以财产权为根基的，就如同我们曾经要千方百计颁布物权法一样。请方家
指教。
2、请教：孙中山的知行观引文：自张立文《中国哲学史新编》P.369孙中山用进化论考察人类认识发
展史时，得出人类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
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
前两个时期统称为“先行后知”时期，后一个阶段为“先知后行”时期，他认为“先行后知”是进化
的初级阶段；而“先行后知”则是进化的高级阶段。......他对知行的先后顺序可以概括为“知——行
——知”这样一个公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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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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