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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思想史》

内容概要

汉代哲学承前启后，规模宏大。本书不“沿袭”唯心、唯物两军对战的框架模式，而以儒、道既对立
又互补为主线，系统论述了汉代哲学的发展和演变。特别对经济哲学的兴起、演变、衰亡及其与政治
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出汉代“天人合一”的目的论思想以人为本、“人为天下贵 ”的
时代精神实质，极富理论的开创性与深刻性。在众多同类著作中，堪称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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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思想史》

作者简介

金春峰（原名金富春），男，湖南邵阳人，196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5年北大中哲史硕士。长
期任人民出版社编审、哲学编辑室主任，兼《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常务副主编、中国文化书院导师
；1988年后，先后任新加坡东亚哲学所高级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等。主要著作
有《汉代思想史》、《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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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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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领域的影响 一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 二汉初黄老思想对陆贾、贾谊的影响 三韩婴、董仲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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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自然科学成果 二天人相应、天人一体的基本观念 三认识论的经验主义与信息思想 四系统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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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 五形而上学体系和局部的辩证法思想 六人性论思想分析 七伦理思想的特点 八社会政治思想 九
《公羊春秋》学的基本精神 十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六章《淮南子》的思想特点及其政治上的消
极倾向 一天人对立的消极思想 二宇宙图式及自然论思想 三人性和人的价值观 四认识论 五辩证法思想
及其对祸福转化的矛盾态度 六社会政治思想的特点 七《修务训》的儒家思想及其意义 八神仙方术思
想及思辨因素 九《淮南子》思想的评价 第七章《史记》在历史观方面的杰出贡献及其反映的时代精
神 一《史记》与史学传统及孔子《春秋》 二究天人之际 三通古今之变 四人性论的历史观 五《史记》
与时代精神（《史记》、《汉书》比较） 第八章《盐铁论》所反映的汉代中期思想领域的变化和孟子
思想的崛起 一法家思想在武帝时期的实际统治 二孟子思想的崛起 三汉代思想的两次转折 四双方代表
的社会阶级利益及“文学”社会政治批评兴起的条件 第九章宣成时期今文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一阴
阳灾异和经学之士的兴起 二石渠阁会议与《毂梁春秋》的兴起 三礼教向社会的扩大和深入 四孟喜、
京房易学的灾异思想 五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灾异思想 六儒学确立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背景 第十
章孟喜京房易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孟喜易学的卦气思想 二京房的阴阳象数易学 三京房注《易》
的几种方法 四《易》与五行的结合 五京房易学的影响 第十一章谶纬在哀平时期的泛滥及其思想意义 
一谶纬和政治 二谶纬和宗教 三谶纬的元气思想和宇宙生成论 四“八卦为体”的新观念 五谶纬对象数
思想的发展 六“河图”、“洛书”数图释义 七名词定义与象数模式 八社会理想 九谶纬的评价 第十二
章《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时代和思想特点 一《河上注》非葛洪所作 二《河上注》是汉代作品 三《河
上注》出于西汉 四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 第十三章《道德指归》的自然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 一《指归
》的自然思想 二生成论与本体论 三经验论和思辨因素 四社会政治思想 五《指归》版本的几个问题 第
十四章扬雄思想的成功、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一《法言》的理性精神 二《太玄》对《周易》的模仿及
其失败 三《法言》、《太玄》的经验教训 四扬雄思想在汉代和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 第十五章刘歆与
西汉正统经学的结局 一刘歆的经学思想 二刘歆与《左传》及《周官》 三经学投靠政治的恶果 第十六
章《白虎通》与两汉神学经学的思想方式 一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的产生 二《白虎通》的
学术性质 三关于“三纲”的思想 四哲学范畴及其特点 五神学、经学的思想方式 六白虎观会议的历史
命运 第十七章王充思想剖析 一元气自然论剖析 二“实知”、“知实”的理性精神 三无神论的经验教
训 四命定论的逻辑推演 五黄老自然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矛盾 六“定贤”辩论的时代和思想意义 七
王充哲学提出的两个问题 八寒门细族的知识分子代表的典型意义 九王充哲学的历史地位 第十八章《
太平经》的思想特点及其与道教的关系 一关于《太平经》成书的情况 二神道理论 三神学体系的内在
矛盾 四社会政治思想 五谶纬向宗教的转化 六《太平经》与方士化的儒生 七黄老道与《老子想尔注》 
八《太平经》何以成为道教经典 第十九章汉末经学的衰落与党锢之祸 一皇权与士族的矛盾 二皇权与
宦官 三士族反宦官外戚的斗争 四党锢之祸与经学的没落 第二十章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及其与魏
晋思想的 联系 一王符的社会批判思想 二崔寰的社会批判思想 三仲长统的社会批判思想 四“本末”、
“名实”与魏晋思想 第二十一章许慎、郑玄、虞翻与两汉经学的终结 一《说文解字》与经学 二《五
经异义》 三郑玄的遍注群经 四郑玄《易》注的理性因素 五引《老》注《易》的开始 六虞翻象数易学
的特征 七儒通互补与汉末风尚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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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思想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面对认识终极原因的难题，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提出万物归一，即万物归心来解决，认为“
人心”是万物的最终的原因与尺度②。中国古代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
或使”，一派是“莫为”。“或使”派对终极原因之答案，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有神论，一条是神秘
主义，一条是自然科学方式的答案。“莫为”派则将一切现象之产生归之自然，否定目的和有神论③
。但他们所谓“自然”，一是强调必然性，往往陷入宿命论；一是强调偶然性，否定规律而走向不可
知论，并由不可知论而陷入神秘主义。 “或使”派之走向有神论是非常明显的。儒家的天命论、墨子
的“天志”、“明鬼”都属于这一情况。“或使”思想之走向神秘主义，则以董仲舒的目的论为代表
。它的特点是在追求“故”与“理”时，不满足于“故”与“理”而企图进一步寻找“故”与“理”
之终极的原因与实质。由此而回归到人，人心，即以人为尺度而将“目的”这一为人和人心所特有的
概念，灌输于自然规律与原因之中，以之作为万有存在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最后的根据。 在董
仲舒思想中，“类”、“故”、“理”三个范畴是被普遍运用并十分强调的，董仲舒讲“天人同类”
、“天人相副”、“同类相动”。天和人、人和物、物与物之能相互感应，他认为是因为构成它们的
基础是“同类”的，即都是由阴阳，五行构成的，而最基本的“类同”则是气。所以董仲舒思想的出
发点和《荀子》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
且有义”的基点是一样的。不过《荀子》由此而强调天和人的区别，董仲舒则坚信宇宙万物的统一与
“同类”。在《春秋繁露》中，“理”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董仲舒关于天道“一而不二”、“必然
”、“有秩”、“有节”、“有度”、“变而有常”等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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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代思想史(增补第3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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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思想史》

精彩短评

1、好看，附录二的文章很好。
2、深入浅出，值得反复翻看
3、汉代思想史方面比较完备而有理据的
4、笔力深厚，远不是一些书籍把内容堆砌，而是有思考有见解有评判，值得研读！
5、解释的挺详细的，从汉代思想的诸位关键人物入手，最重要的是不脱离史实而论述思想演变，在
才是研究思想史的重要一面。可惜作者受马列思想影响颇重，虽然一些阶级论、认识论、本体论的概
括对理解古人思想很有益处，但过多后人的见解总会妨碍理解前人处于当时社会时所面临的困境和抉
择。
6、思想观念还是陈旧了一些⋯
7、大一，阅。汉儒到现在还是我比较头疼的地方⋯⋯我觉得有这本书给我的压迫感所致
8、毕业论文第十一弹- -志大才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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