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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百科学术与中国思想的发展》

前言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均含有不同的阶层，因而有不同层面的思想因素；但是，我们所关
注的是那些贯穿于社会各主要层面的思想，没有重点，就不可能进行分析研究。即使是主要层面的思
想，也会分已经过时了的，乃至腐朽的或“反动的”，和正在孕育的或已经成长为新思想的那些因素
；而我们所关注的正是那些正在孕育的或已经成长为推进社会发展或各学科领域知识增长的思想因素
，不然就无法显示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在人类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因地理条件不同，民族
习性不同，以及众多偶然发展的因素不同，从而显示出不同的思想特征。我们所关注的，正是这些虽
然遵循人类共同的发展规律而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思想因素，这样才是本民族的思想史。　　由匡亚明
教授任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遴选了从孔子（前551～前479）到孙中山（1866～1925）2500
年间270余位在各领域、各学科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作传主，由200余位作者、近100位审稿者、
数十位编辑者、出版者，用20年的时间，以200卷、6000万言的巨大篇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进
行了初步的但却又是全面和系统的总结。就传主所涉及到的“活动范围”而言，可分为政治、经济、
军事、宗教，以及文化教育诸方面，而就他们所从事的学科性质而言，若以近代学科发展的目光来反
观他们，则分布在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经学、史学、哲学、宗教学、教育学、文学艺术，以及
天文学、数学、百工学、医药学和农林学等基础学科。而从多领域、多学科交叉与综合发展角度来总
结他们的思想成果，是匡亚明教授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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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百科学术与中国思想的发展》是对匡亚明所倡导的“多学科综合与交叉发展的中国思想史”研
究范式的首次全面阐发。中国古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的统一，这一“内圣外王”的核心思想，贯
穿于经学、天学、兵学、史学、人生哲学、文学艺术、百工与医农等学科之中，自汉以后，而形成了
“《易》为经首，子随经末”的学术结构。《古代百科学术与中国思想的发展》以200卷《中国思想家
评传丛书》的内容为依托，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从不同学科的主要理论(或研究方法)与人
学思想的交叉发展中，探讨中国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及随着东传的西学与近代改良、革命、文化思潮
的交互作用，在何者为人以及如何做人的问题上，不断地向近代转型。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根
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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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取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的诠释传统
引言
一、“取义”的传统
(一) “君子之学”与“取义”传统
(二) 孔子的“取义”与“六经”的形成
二、“大义”的建构
(一) “六经”的意义体系
(二) “天人之道”与标举“大义”
三、“通义”与“正义”
(一) “广学”与章句之弊
(二) “通义”与经学统一
四、“本义”与“新义”
(一) 唐宋新儒学与新经学的开创
(二) 经学与道德实践
五、考证“字义”
(一) 考据方法的自觉
(二) 汉学的突破
(三) 余论
第二章 古代天学的发展与其对王道及其哲学观念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陈美东杨文衡
引言
一、先秦时期的天学
（一）三代之前中华祖先的天文观念
（二）夏、商、周三代的天文历法
二、秦汉至明朝前期的天学
（一）历法思想
（二）关于宇宙和天地结构的思想
（三）宇宙神创说
（四）宇宙膨胀说
（五）星表、星图和浑象及其他
三、明朝后期至清末的天文学及本章小结
（一）西方天文学的传入
（二）传统天文学思想的延续
（三）王锡阐与《晓庵新法》
（四）本章小结
第三章 从礼、法关系的演变看中国治国理念的发展南京大学法学院张仁善
引言
一、礼与法的源起及功能定位——“惟德是辅”治国理念的萌芽
（一）“礼”最初形成于人际交往活动中
（二）上古“礼仪”的变迁与周代宗法礼制的确立
（三）法（刑）由源于对外兵事及其向内治的历史演变
二、礼与法关系的紧张——治国理念的探索
（一）儒家的“礼治主义”与法家的“法治主义
（二）儒、法治国理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
三、礼与法的调和——“王霸杂用”治国理念的确立
(一) 儒学在汉代的复兴与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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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阳儒阴法”的统治策略
(三) 法律的儒学化同时意味着专制主义的加强
四、礼法与礼教的融合——“礼教”治国思想的成熟
(一) 从礼法融合向礼法与礼教融合的发展
(二) 理学向礼教方向的深透
(三) 理学向礼法制度方向的伸展
五、礼与法的分离——传统治国理念的近代转型
(一) 社会转型特别是西学东渐催生了近代法律意识
(二) 修法派着意摒弃“礼治”观念
(三) 以法治代替礼治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六、主编的讨论
第四章 “止戈为武”的战争观与华夏文明国家的形成及巩固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范中义、南京
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引言
一、追求和平——“止戈为武”的宗旨
(一) “止戈为武”的明确提出及其深刻含义
(二) “止戈为武”是中华民族一贯遵循的战争观念
(三) “止戈为武”是农耕经济的基本特征决定的
二、除戎器，戒不虞——“止戈为武”的保障
(一) 先秦诸子的备战思想
(二) 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先秦诸子备战思想的继承
(三) 历史上突出的备战实例
三、天下大一统——“止戈为武”的神圣目标
(一) “不得已而战”是“止戈为武”的一般规律
(二) “尊王攘夷”是古代“止戈为武”的重要内容
四、仁者无敌——“止戈为武”、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
(一) 仁战乃是取胜的决定因素
(二) 民心“豫”，既是战而胜之的根本，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五、主编的讨论
第五章 历史学的“资治”功能与存亡兴替系于民思想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引言
一、“史”起于国家存亡兴替，作于史家的忧患意识
(一) 史之用在于“资治
(二) 君子忧世而有史作
(三) 史著的中心是探求存亡兴替之道
二、存亡兴替系于民的历史思想
(一) 君道及官箴问题
(二) 民生问题
(三) 民族矛盾及民族融合问题
(四) 儒学的发展及其国民素质教育问题
三、史家批判理性的不断升华
(一) 史才三长而重在“通识
(二) 史学家批判理性的历史演变
四、主编的讨论
第六章 儒释道的人生哲学与中国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傅新毅
引言
（一）、早期思想家对人生哲学的论述
（一) 孔子对士阶层的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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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善论、性恶论是早期儒家人生哲学的两个支点
（三) 道家“冥合”自然的人性论
⋯⋯
第七章 古代文学的演变与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第八章 古代“格数学”的发展与中国科学理性的逐步提升南京大学哲学系
第九章 中国新学科的创建与传统“人学”思想的现代转型
第十章 在“《易》为经首，子随经末”结构中发展的古代思想史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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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宗教方面，中国尊崇孔教，孔教精神首重忠孝，“国家一视”，现在孔教没有马上废除，否定家
族主义“显悖本国宗教”。政治方面，我国尚处于预备立宪阶段，立即破坏家族制度未必正确，否定
家族主义，“实不适于中国之政治现象”。人口方面，一国的盛衰，可以用国民的繁殖力来检验，否
定家族制，必然降低国民的繁殖力。概括而言，礼教派认为，我国国民缺乏国家思想，原因在于专制
政体，不在于家族制，否定家族制，与我国政治、经济、宗教、人口等实情相违背。法理派坚持国家
主义的立法主张，认为家族主义适用于专制统治时代，而今时代不同了，法律指导思想也应随之变化
。中国要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生存下来，必须由家族主义进化到国家主义；现在正处于“预备立
宪”时代，法律既不能以家族主义为指导思想，也不能兼用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只能采用国家主义
指导立法，只要全国的家长、家人都对国家负责，四万万“人”都变成四万万“国民”，中国就会富
强。最后归结到一点：新刑律合符国家主义精神，即宪政精神，必须遵从原稿所订，而不得加入反对
宪法精神的内容。法律与伦理道德在新律中如何体现，是礼法之争的另一焦点。礼教派始终坚持：刑
以弼教，礼刑相辅，不可缺一。具体到刑律条款，在无夫奸和尊长卑幼关系上分歧尤大。法理派认为
，和奸禁无可禁，诛不胜诛，即使刑章具在，也只为具文，必须依靠“教育普及，家庭严正，舆论之
力盛、廉耻之心生”，“然后淫靡之风可以少衰”；防遏此等丑行，在教育而不在法律。法律与道德
教化虽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互为表里，以为法律与道德教化竞不相关，“实谬妄之论也”。因此，旧
律有关伦常各条如干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亲属相盗、亲属相殴、夫妻相殴、发冢、犯
奸（包括和奸有夫、无夫妇女和强奸）、子孙违犯教令等都应当列入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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