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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

内容概要

本书是陈来先生近十多年来，在其专著之外撰写的有关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史论文的汇集。其中先秦的
部分以荀子为主，近世的部分则以朱子学与阳明学为主，都是相关学术领域有代表性的论文，富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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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来，1952年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兼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朱子学会会
长、中国冯友兰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等。著作多种，除了
“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卷外，还有《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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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2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目录
目录
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
古代德行伦理与早期儒家伦理学的特点——兼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异同()
“儒服”“儒行”“儒道”——先秦文献中“儒”的刻画与论说()
“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
重订荀子《性恶篇》章句()
情性与礼义——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
《逍遥游》与庄子的人生观()
《公孙龙子》与公孙龙的哲学()
王弼及魏晋玄学的“有”“无”范畴()
郭象哲学及其在魏晋玄学中的地位()
近世道学宇宙观的辩证观念——朱熹的阴阳变化观()
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
儒教研究的方法()
宋明儒学研究的回顾()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
“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
元明理学的“去实体化”转向及其理论后果——重回“哲学史”诠释的一个例子()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
方以智的哲学智慧()
何心隐的社会活动与思想特质()
附录：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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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

精彩短评

1、又見陳來
2、不能算读过没资格打分 心里打三星 此书偏重思想世界 儒学        我对儒学不很了解也不感冒 没读进
去 是文章拼凑的一本书   
3、各篇水准错落有致。。。。有一种一脚深、一脚浅的感觉。。。。
4、陈来喜欢贴着讲，自己的创见未免就显得少了。
5、陈来老师近年文集，所论甚广，篇章深浅不一。
6、内容厚博，须慢慢读，先溜一遍，日后还得细看。

Page 5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

精彩书评

1、追寻国学那博大精深之脉搏　　朋友网购了一本书，我觉得不错，于是就蹭过来来，先睹为快。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为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近十年来发表关于儒家哲学主
题的论文合集，从思想与历史两个维度展现了作者的丰富思考。本书是陈来先生近十多年来，在其专
著之外撰写的有关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史论文的汇集。其中先秦的部分以荀子为主，近世的部分则以朱
子学与阳明学为主，都是相关学术领域有代表性的论文，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知道，中国的教
育思想可谓源远流长,2500年前的孔子,他在生时和死后,一直被认为是伟大的教育家,而孔子的思想在广
义上就是一套关于人的教育的思想。孔子的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发挥了*重
要的影响。本文将围绕“学”的观念,以孔子为主来说明儒家的教育理想,在论述中先说明孔子对教育
和知识学习的重视,然后指出孔子的教育不仅重视知识的“学文”,更强调德性的“学道”;指出“圣人
可学”的观念对解释儒家教育思想特色的意义,特别指出儒家强调自我学习的观念的重要性;*后论述了
儒家的教育理念和目标。而在笔者看来，对于国学的传承、发展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国学知识、
经典诗句的背诵、理解、解读，或者借用国学的意境、思想、理念去指导当下的语文学习、开启国学
视野。 国学是一门博大精深艺术，单凭学生简单的理解、感受、生活阅历，显然让他们独立创作的确
有些难度。并且，对于古诗词的理解，也要加上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可见，要想把国学学习搞得真
正生龙活虎，这里离不开厚重的文化底蕴、翔实的历史背景知识。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昆曲表演艺术
家张卫东表示，诵念是中国古代文字阅读的基础，孩子可通过诵念直观地掌握汉语言文字最基础的汉
字音韵。客观而言，在笔者看来，国学是一门艺术，也有着内在、复杂的相互联系。换言之，国学有
其内在的认知、学习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来，我们要深入了解国学的精髓、内在本质联系。没
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探索、挖掘国学知识中那些适合少年儿童的那些精华部分。而且
还要特别注意：杜绝蛮干、乱干、大跃进式的伪科学式运作。 二来，注意因材施教、熟谙青少年身心
发展规律，迎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对于不同年级、不同地域的孩子，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切不可千
篇一律、一刀切。 总而言之，应该重视国学思想的理解、国学理念的传承，对于莘莘学子而言，如果
盲目地搞古诗词创作，势必会打击学生积极性。并且还有开历史的倒车之嫌。当下，我们对国学思想
、诗词应该多一分理解、传承，而不是一味地照着葫芦画瓢、简单地浅尝辄止，更不能盲目地邯郸学
步。另外，娃娃学国学应因材施教，深入了解当下少年儿童的身心特点、发展规律。唯有如此，才能
切实落实好国学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开始熏陶、根植的战略方针。这的确是一本好书，我觉得我们
都应该好好读一下，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化脉络，让我们的国学知识丰富起来！
2、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现代的学问，它既要不断地向前发展，
同时始终探讨人类社会的一些永恒话题。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的《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
，囊括了近年来发表于各大刊物的重要论述，恰如一口深井，淘洗中国古代哲学，映照当代学者的文
化自觉。开篇《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陈来围绕“学”的观念，以孔子为主来说明儒家的教
育理想。陈来认为，“好学”是孔子思想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基础性观念。孔子的教育不仅重视知
识的“学文”，更强调德性的“学道”。陈来由《论语》中的相关论述入手，指出《论语》把“学而
时习之，不亦乐乎”置于全书之首的意义。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学习者要自己怎样学得德
性、学为圣贤，这也可见儒家教育思想的特点更关注的不是教、而是学。“成人之道”在于自我学习
。层层推进的论述，表明陈来的儒学理念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学习体系。陈来心目中的儒家智慧，
不是安于象牙塔一隅的仅仅满足于思辨的智慧，而是一种鲜活的智慧，通过文化自觉的唤醒而付诸于
实践的智慧。陈来在探讨“圣人可学”问题时，援引了柏拉图的《米诺篇》中苏格拉底和米诺关于“
美德能教授吗？”的谈话，这是本书的另一特点：有意识地借助西方智慧，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互动
，使传统哲学转化为现代哲学，在互动中彰显中国哲学的自主性和主体性。这在《古代德行伦理与早
期儒家伦理学的特点》一文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此文兼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异同，旁涉韦伯
的“仪式伦理”，并指出了罗尔斯以规则为伦理学全部探究任务，以及麦金太尔只以美德为伦理学首
要任务的不足之处。而孔子提供的是结合各种道德探究的方式，从实践的修养方法方面讨论人格发展
的途径。这种严丝合扣的比较分析研究，让全书呈现出开阔的视野和纵横挥洒的气质。冯友兰先生在
《中国哲学简史》中曾谈到：“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但是要获得这种知识
，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在理想国中，哲人为王，前提
是他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得心灵可以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世界。中国古人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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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

并没有明确的哲学王概念，通常以“圣人”代之，不过董仲舒对“王”这个字的解释很有意思。以一
竖贯通三横，即天、地、人。天（“王”之上横），天行健，就是思想；地（“王”之下横），地势
坤，厚德载物，是所思；思和所思部分，阴阳相交（“王”之中横）造成了正在思（“王”之中竖）
。陈来身兼中国冯友兰研究会会长，对冯先生的学说自然是深有体会并且一力延展。比如，陈来重新
评价了公孙龙在共相理论上的成就，肯定了他在认识史上的地位，“白马非马”之辩在反常识的形式
上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世界的本质问题。公孙龙说，“欲推是辩以证名实而化天下焉”，我们常常
听到很多人大谈特谈环保问题，但是实际上，他讲环保的同时往往又顺手做出很多破坏环境的事情。
在这里，就存在着名实关系不正的问题。这也说明哲学其实深入生活的很多领域，提供我们看问题的
思维和基本方法。中国文化认为哲学无用，不是真正没有用，而是庄子讲的“无用之用”。中国文化
的价值本原，正是一种以儒学为主流的哲理系统。通过不同的渠道，把各种学说的理念落实到现实生
活之中，同时又对现实生活起到一种阐释和提升的作用。《易经》说要与时偕行、上下无常、唯变所
适，老子讲“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孔子说要“下学而上达”，中国哲学追求“内圣外王”，讲究
“天人合一”，这种主体和客体的交流融合不是知识的表现，不是逻辑的表现，而是要靠文化的自觉
和内在的不断超越。如需转载请先联系本人，谢谢。
3、从思想与历史的角度品味儒学魅力             —读《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有感文/岸晓风书桌上，
一本哲学论文集放了好久，每天看1-2篇，视为美事。之所以满，一是因为书的内容比较专业，比较深
奥。另一方面，则是里面充满的睿智、知识和见解，让人不由的慢下来咀嚼。这本书叫《从思想世界
到历史世界》,是当代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陈来先生近十多年来，在其专著之外撰
写的有关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史论文的汇集，从思想与历史两个维度展现了作者的丰富思考。读这本书
，有必要认识这个人，陈来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儒
学研究大家，同时还是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等。陈来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因此，这本书里的文
章也多与此有关。如开篇《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就讲清楚了儒家的教育理念这个问题，指出
儒家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模范，以德行优于知识，着眼于把人变成全面发展的
高尚的人。在《古代德行伦理与早期儒家伦理学特点》一文则打通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区别与
联系，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来定位的儒学发展，很有启发意义。陈来先生儒学研究造诣精深，书中处处
闪耀着思想光芒。他特别关心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与现代文化的互动，对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社会和中
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作用、定位、挑战，都从现代文化的问题意识给予了回应。陈来对儒学的现
代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怀和责任担当意识，积极回应思想文化界的反传统声浪，守护和阐扬儒学价值传
统。在此基础上，陈来上溯下延，涵盖了从上古时代到现当代的全部领域，不仅于古典儒学领域研究
创获良多，而且构建了自己的当代儒家哲学体系——“仁学本体论”，是目前我国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最有代表性的学者。这从书中的《情性与礼义》、《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宋明儒学研究的回
顾》等文中都可见一斑，也值得读者深深思考，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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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的笔记-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

        好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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