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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起源》

内容概要

《中国哲学的起源》独创性地将中国哲学的源头推前至前诸子时期，作者认为上古时期中国古人的思
维和观念就具有哲学思想的雏型。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大变革的时代，儒、道、墨、法、名、阴阳等
学派成立，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个学术黄金时代，为我国哲学奠定了基础。从殷商至春秋战国，天人
关系成为思想领域中的首要问题，形成像“类”、“象”等观念，由此发展为阴阳、道、命、数、气
等哲学理念。全书还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作了清晰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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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起源》

作者简介

吾淳，亦名吾敬东，祖籍浙江衢州，1955年生于上海。1992年师从冯契教授，1996年获博士学位。现
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维与哲学范型研究，兼涉中国古代科学、伦理、宗教以
及艺术。主要代表作有：《宗教：一种文化现象》(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思维形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古代中国科学范型》（中华书局，2002）、《影响古代中国发生期
科学技术的若干因素》（《中国社会科学》1990）、《关于古代中国经验思维的两个问题》（《社会
科学》1997）、《荀子与黑格尔伦理思想共同点之比较》（《哲学研究》2006）、《孔子论乐：精英
的理想与趣味》（《孔子研究》2006）、《理解信仰问题的主要视角》（《世界宗教研究》2007）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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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起源》

书籍目录

绪论 前诸子时期中国哲学问题的提出一、关于前诸子时期哲学观念、概念、思想研究的进程与现状二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期”理论与帕森斯的“哲学的突破”理论三、张光直的“连续性”理论及相关
理论四、前诸子时期哲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五、前诸子时期哲学发生发展的大致历程六、早期中国
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所能得到的普遍经验与理论支持七、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轴心”、“突破”、“
连续”等理论问题八、材料的准备及对材料的认识九、本书的内容结构第一编 史前思维与观念的普遍
源头第一章 影响思维与观念发生的基本要素一、知识或科学二、信仰或宗教三、语言第二章 早期思
维的主要兴趣一、什么可能作为原始思维的最早兴趣所在二、二分三、类分第三章 早期思维的主要特
征第二编 中国思维与观念的源头第四章 中国哲学思维与观念的上古知识源头第五章 中国哲学思维与
观念的上古宗教源头第三编 象、类观念的产生第六章 “象”观念第七章 “类”观念第四编 阴阳、五
行观念的产生第八章 “阴阳”观念、概念的形成及其思想化第九章 “五行”观念、概念的形成及其
思想化第十章 “中”、“和”观念的产生第五编 天人、天命、天道观念的产生第十一章 “敬”、“
受”：宗教“天人”观众的形成及思想化第十二章 “宜”、“因”：自然“天人”观的形成及思想化
第十三章 从宗教“天命”观到自然“天道”观第六编 形上观念与概念的形成（上）第十四章 “天”
概念的形成第十五章 “神”概念的形成第十六章 “命”概念的形成第七编 形上观念与概念的形成（
上）第十七章 “道”概念的形成第十八章 “数”概念的形成第十九章 “气”概念的形成第八编 道德
瑟社会观念的产生第二十章 “德”观念及思想的产生第二十一章 “德”观念及思想的成型第二十二
章 “民”观念及思想的产生与成型第九编 伦理道德观念的展开第二十三章 “信”、“义”、“任”
等具体观念及概念的形成第二十四章 “善”、“恶”对立观念及概念的形成第十编 道德与社会重合
观念的展开第二十五章 “礼”观念及概念的产生与成型第二十六章 “功”、“利”、“用”观念的
形成第二十七章 “义利”、“公私”、“君子小人”对立的形成第十一编 不同社会历史观念的分野
第二十八章 “经”：统一恒常的社会历史观第二十九章 “宜”：差异变化的社会历史观结语 中国哲
学范型的基本确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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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起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影响思维与观念发生的基本要素本章要考察影响早期人类思维与观念发生的三个基本要素，
它们分别是：知识、信仰与语词。人类幼年的生活是贴近自然的，在那个时候人类所面对的自然是一
个真正的自然，一个未加“开垦”的自然，一个未加“加工”的自然；也是一个未加“分析”的自然
，一个未加“概括”的自然，或者说一个未加“思想”的自然。最初的认识正是面对这样一个自然或
者说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中产生和展开的。最初的人，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体，当其接触这个自然时
，首先就是观察这个自然。这就构成了认识的起点，并以此为起点，产生与发展出其他的认识样式。
因此，观察以及实践，是人类最早与外在世界接触的渠道，也是最主要的接触渠道。这样一种接触对
于整个人类的思维与观念来说会打上深深的印记。同时我们也看到，包含神秘、敬畏的崇拜意识也在
人类幼弱的心灵中逐渐萌发出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类在经历近代科学或理性的洗礼之前从未将
其眼中的世界或心中的世界作为纯粹的“自然”。人类当有一定的自我意识起，就不是与一个纯粹的
“自然”打交道。人类的先民所面对的是它们构想出来的种种神灵和神祗。不仅人人如此，而且代代
相传。因此，崇拜是人类思维与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的泉源。人类在崇拜中接触世界、感知世界、理解
世界。事实上，我们看到，崇拜的因素不仅对较低级的观念与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其同样也会对更高
级的概念与思想产生影响，它甚至会与理性形成默契和同盟。观察和实践是原始或古代先民接触自然
或外界的方式，崇拜使得先民在与外界的接触中有了更多的沟通，而这样一种接触如想要沉积为思维
和观念则必定还要有一个表达方式，这就是语言或语词。语言或语词同样是影响思维与观念发生和成
形的重要因素。如果说，知识与信仰主要为思维与观念的产生提供材料，那么，语言或语词则是思维
与观念得以实现的平台和载体。语言这样一种形式早在人类的童年就获得了发展，并且，从日后哲学
发展的历史来看，它对于思维和思想的影响可能较之观察和崇拜还要更加直接、广泛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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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起源》

精彩短评

1、对理解中国文化深层内核有很大的帮助，但前提是有比较好哲学和思维素养。最好结合葛兆光的
《中国思想史》，吾淳的《中国思维形态》等等。
2、思路清晰，值得一讀。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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