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史选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哲学史选讲》

13位ISBN编号：9787811197303

10位ISBN编号：7811197308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孙宝山

页数：2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哲学史选讲》

内容概要

自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已有多部有关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问世，前辈学者在此
方面已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观念和理论框架也在不
断地更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当大家回顾和反思中国哲学一百年来所走过的历程、探索下一步
的走向时，产生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它使大家更加清楚地
认识到了中西哲学所存在的差异和以往在使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来阐释中国哲学时所产生的诸多局
限，运用符合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新的理论框架去对中国哲学史重新加以诠释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正是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笔者决定撰写《中国哲学史选讲》，尝试用新的理论框架去对中国哲学
重新加以梳理和诠释。
《中国哲学史选讲》共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概述》，对哲学的起源、中国哲学的产生及现状
进行了总体的概括，最后从中归纳出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第二部分是《中国哲学的形成》，对中
国哲学的初期观念，先秦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名家思想等中国哲学的主要
理论形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第三部分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两汉经学、今文经学的代表董仲舒
，经学大潮中的异类王充，魏晋玄学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第四部分是《中国
哲学的成熟》，对理学的兴起、发展、成熟、分化和周敦颐、二程、张载、朱子、陆象山、王阳明等
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第五部分是《中国哲学的转换》，对明末清初思想的变化
和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中国传统的哲学到戴震就基本
结束了，清末以来在西方影响下的思想形态应属于近现代哲学的范围。
以往的《中国哲学史》作为大学教材普遍存在繁难的特点，对于大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而言理解起来较
为困难，对于教师而言在有限的课时之内又难以讲授完毕，只能有选择地进行讲解。有鉴于此，《中
国哲学史选讲》以简明为基本原则，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重点突出，在对中国哲学的产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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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选讲》

章节摘录

“近代”或“前近代”这一历史背景下而展开的鲜活的思想。东京大学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大多冠
以“中国思想”，也是为了摆脱哲学视角的局限。3.最新变化1994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在日本文部省
的推动下进行了学制改革，将“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随着这一名称的变化，研究范
围也有了很大的拓展，像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法思想、宗教思想、教育思想、科技史、基督教传教
史、礼仪、民俗、音乐、绘画甚至饮食等都在研究范围之内，而且和中国相关联的日本、韩国思想也
可以进行研究。京都大学虽然仍保留了中国哲学的名称，但早就不具有哲学的意义了，像伦理思想、
政治思想、法思想、科技史、礼仪制度、艺术思想等都在研究范围之内的，学生的论文除了现当代个
别领袖之外没有特别的限制。总的说来，日本的中国哲学学科已经彻底突破了从欧洲引入的哲学框架
的限制，走向了文化学的广阔领域。（二）中国的情况中国哲学学科在中国的设立要晚于日本，中国
学界在运用哲学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古代的思想进行研究方面也比日本学界起步要晚，但是这一过程同
样也充满了诸多变换，而且这种变换至今尚没有完成。1.设立初期北京大学于1914年设立了文科哲学
门，当时亦称“中国哲学门”，主要教授中国哲学史，由近代知名人士、经史专家陈黻宸主讲。由于
主讲者的西学素养有限，使得这一课程笼罩在浓厚的经学气氛中。冯友兰在1915年至1917年期间在哲
学门就学时曾听过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课，后来他回忆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
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三松堂自序》）从陈黻宸现存的《中国哲学史》讲义部
分遗稿来看也的确如此，从伏羲到姜太公八万多字，而周公、孔子还未出现，这种陈旧的知识结构和
拖沓冗长的讲法已经很难唤起当时学生的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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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步入中国哲学这一领域至今已有十余春秋，此书是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再结合课堂讲义而完成的，
体现了现阶段我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由于功力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方家不吝赐教，以便
今后能写出一部好水平的《中国哲学史》。自去年来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工作以后，得
到了各位师友的诸多指教和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妻子王颖十多年来对我的学习和工
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没有她的鼎力支撑和宽宏谅解，我很难在学问的道路上坚持走到今天，
在此我向她深致谢意，同时也希望今后能一如既往地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陈鹏总编、杨林玉编辑对
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我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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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哲学史选讲》：大学本科通识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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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选讲》

精彩短评

1、买这本书非我之意，但由于选了中国哲学史这门课，而开课老师又是这本书的作者，所以没办法
咯。。。
切回正题，来评价一下这本书。
首先，书的质量很好（毕竟是教材嘛，太差的质地怎么行）。
其次，书的内容也不错。介绍了中国从先秦到清末的历代哲学思想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文字浅显易懂
，比较适合刚接触哲学的读者（比如像我们这种非哲宗系的学生啦~），也可以当做一本历史方面的
书来看看。
2、有错别字哈哈
3、作为教材，还算写得生动，看一看总比没看好，很多人以为墨家的理念有多好，其实墨家如果建
立了政权，不过是个秩序井然但日常生活了无生趣的国家，墨家甚至认为音乐无用且令人腐化，应该
彻底废除掉
作为哲学这一外来词的发源地，日本许多大学不教中国哲学史改教中国思想文化史，国内倒不如效仿
一下。
4、真心一般，颇觉啰嗦，普及有余，深入不足，惜无佛学内容，作为教材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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