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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前言

我们今日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
是真的，其中错别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功夫。所搜的材料必有很多错
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
》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
依傍西方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方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
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研究过西方哲学史的。留学西方的学生，研究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
中，能兼研究“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
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对于西方
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了。    先生到北京
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部研究中国哲学的大作，可算是心灵
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
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示出他实
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部作品中此三
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    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
、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
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
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
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苟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
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
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
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
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家等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
。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
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约》
，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
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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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内容概要

《每天学点中国哲学(胡适给北大学生的31堂中国哲学课)》主要内容包括哲学；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老子的哲学智慧；孔子的哲学智慧；墨子的哲学智慧；杨朱的哲学主张；别墨派的哲学主张；庄子
的哲学智慧等。1917年7月，胡适受蔡元培之邀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中
国名学、英文高等修辞学。胡适一边教学，一边编写教材。《每天学点中国哲学(胡适给北大学生的31
堂中国哲学课)》出版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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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作者简介

胡适，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糜，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
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两
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之一。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代理教务长、北大教务长、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国特命全
权大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在中国现代化学术方面，胡适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的学
者。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运用这套体系和方法，在其给北大
学生讲哲学课期间所撰写的讲义基础上，编写了《每天学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虽
仅写到先秦，但却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辉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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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书籍目录

第一篇哲学 第一章什么是哲学·002 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008 第
二章诗人们的哲学态度·014 第三篇老子的哲学智慧 第一章简识老子·018 第二章革命家之老子·021 
第四篇孔子的哲学智慧 第一章简识孔子·036 第二章孔子的时代·039 第三章 《易经》里的孔圣哲学 
第四章正名主义·055 第五章一以贯之·065 第六章孔门弟子的哲学发挥·077 第五篇墨子的哲学智慧 
第一章简识墨子·092 第二章墨子的应用主义哲学·097 第三章三表法·103 第四章墨子的宗教·108 第
六篇杨朱的哲学主张 第七篇别墨派的哲学主张 第一章墨辩与别墨 第二章墨辩论知识 第三章论辩的哲
学 第四章惠施的时空论 第五章公孙龙及其他诡辩主义哲学 第六章墨家哲学的衰亡·164 第八篇庄子的
哲学智慧 第一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第二章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第九篇孟子以前的儒家哲学智
慧 第一章 《大学》与《中庸》里的哲学精义·188 第二章孟子的哲学主张·194 第十篇荀子的哲学智
慧 第一章简识荀子·206 第二章苟子论天与性·210 第三章苟子哲学思想中的心理学与名学 第十一篇
古代哲学的终局 第一章公元前三世纪的哲学思潮 第二章法家的哲学主张·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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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小雅·采薇》，参看《出车》《卡大杜》）。 何草不黄！何目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何
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小雅·何草不黄》） 中谷有蕹，噗其湿矣！有女仳离
，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王风·中谷有蕹》）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
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吡！（《兔爰》）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样羊
坟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鲜可以饱。（《苕之华》） 读了这几篇诗，可以想见那时的百姓受的痛
苦了。 第二，那时诸侯互相攻伐，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古代奴隶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
。就是那些不曾消灭的阶级，也渐渐的可以互相交流了。 古代奴隶制社会，最重阶级。《左传》昭十
年，芋尹无宇日： “天之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天有十目，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
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古代社会的阶级，约有五
等： 一、王（天子）二、诸侯（公、侯、伯、子、男）三、大夫四、士五、庶人（皂、与、隶、僚、
仆、台）到了这时代，诸侯也可称王了。大夫有时比诸侯还要有权势了（如鲁之三家，晋之六卿。到
了后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更不用说了），亡国的诸侯卿大夫，有时连奴隶都比不上了。 《国风
》上说的：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邶风·式微》） 琐兮尾兮，流离之子！
叔兮伯兮，褒如充耳！（《邶风·旄丘》） 可以想见当时亡国君臣的苦处了。《国风》又说： 东人
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小雅·大
东》） 可以想见当时下等社会的人，也往往有些“暴发户”，往往会爬到社会的上层去。再看《论语
》上说的公叔文子和他的家臣大夫馔同升诸公。又看《春秋》时，饭牛的甯戚，卖作奴隶的百里奚，
郑国商人弦高，都能跳上政治舞台，建功立业。可见当时的社会阶级，早已不如从前的森严了。 第三
，奴隶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
均的社会。如同现在的社会一样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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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者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
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粱启超    在中国哲学研究的近代化工
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冯友兰    这本书有四种特长：第一，证明的方法；第
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统的方法。    ——蔡元培    我自信，治中国哲学，我
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
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
站得住。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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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编辑推荐

《每天学点中国哲学(胡适给北大学生的31堂中国哲学课)》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一个辉煌成果。作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绝对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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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精彩短评

1、哲学还是晦涩如斯啊⋯⋯
2、评判性看待的提前下，获益良多，很多学习过程中只是被断章取义的学习，未免对古圣人的学术
产生诸多不解及偏颇之意，当然难免也是一些政治因素
3、讲的只是秦以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引经据典不遗余力，字里行间可见作者严谨又不失怀疑的学术
态度，但古文的可读性太低，他自己又只知道掉书袋不好好翻译翻译，怪不得丫倡导白话运动，原来
都是为了自己装逼用的
4、中国先秦诸子哲学相对而言比较精炼，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核心，又各不相同。讲稿整理的书
一般最大的不足就是有点乱有点浅。
5、胡适就一顽童耳！
6、该书给我一个读书的视角，令自己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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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精彩书评

1、首先得说，胡适先生真不愧是文学大家：从书文章节里引经据典的数量和频率就可以看得出。若
是没有一些文学功底的话，看起来还真是不简单呢！再次表示对胡适先生的敬意！！！！然后我想说
！！！！这尼玛看个鸟啊啊！！！！第二篇诗经，边看边查解释，毕竟是儿歌似的，凑合下硬着头皮
也就过来了；到老子篇，使劲记住无为之道也能了解各五六成！！！！但是啊！！！从尼玛孔子开始
啊！！！！两个章节全是满满的易经啊！！！还尼玛没有注释！！！一行一查啊！！！！这个货连一
句白话里还要夹杂引文啊！！！！什么东西啊！！！难道阅读之前我要先熟读《诗经》《道德经》《
易经》《韩非子》《大戴礼记》《春秋》《孟子》等等等等！！！胡先生你的阅历多，我们知道！！
！但您能不能考虑下阅历没能么多人的感受啊！！最后说一句！！要不是家父，我早就把书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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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章节试读

1、《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2页

        凡研究人生重要问题的根本 之道的学问，就叫做哲学。

2、《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五篇 墨子

        墨子的应用主义哲学 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儒
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3、《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71页

         “君子”，本义为“君之子”，乃是阶级社会中贵族一部分的通称。古代“君子”与“小人”对
称，君子指士以上的上等社会，小人指士以下的小百姓。 ⋯后来奴隶制度渐渐破坏，“君子”“小人
”的区别，也渐渐由社会阶级的区别，变为个人品格的区别。孔子所说君子，乃是人格高尚的人，乃
是有道德，至少能尽一部分人道的人。

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三篇 老子

        1、论天道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另外
创设了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是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于天地万物之中；生
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
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2、论无 无即是虚空。这个大虚空，无形、无声；整个
的不可分割，却又无所不在；一切万有若没有它，便没有用处。3、名与无名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
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老子是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老子以为一切善恶、美丑、贤不肖，都只是
一些相对应的名词。根本的救济方法须把善恶美丑功名利禄等一切对应的名词都消灭了，复归于无名
之朴的混沌时代，这就可以让人们处于无欲状态了。无欲，自然没有一切罪恶了。要使人类依旧回到
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时代。4、无为 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物质
文明；一是主张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5、人生哲学 老子的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殊未当）和他的
政治哲学相同，也就是希望人们少一些欲望甚至无欲。具体的主张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
忧”。

5、《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十篇 荀子

        一、论天 荀子在儒家中最为突出，正因为他能用老子一般人的“无意志的天”，来改正儒家墨家
的“赏善罚恶”有意志的天；同时却又能免去老子、庄子天道观念的安命守旧的种种恶果。二、论物
类变化三、法后王
四、论性 荀子论天，极力推开天道，注重人治。荀子论性，也极力压制天性，注重人为。性恶论。性
只是天生成的，伪只是人力做的（“伪”字本训“人为”）。
五、教育学说 孟子说性善，故他的教育学说偏重“自得”一方面。荀子说性恶，故他的教育学说趋向
“积善”一方面。荀子的教育学说认为学问需要变化气质，增益身心。不能如此，不足为学。六、礼
乐 荀子的礼论乐论只是他的广义的教育学说。荀子以为人性恶，故不能不用礼义音乐来涵养节制人的
情欲。一、论心 心的作用极为重要。古代的人生哲学，独有荀子最注重心理的研究。第一要虑心，第
二要专一，第三要静心。二、谬误 凡一切谬误都由于中心不定，不能静思，不能专一。三、名学 荀
卿的名学，完全是演绎法。（一）为什么要有“名”呢？（二）怎样会有同异呢？（三）制名的枢要
又是什么呢？

6、《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一篇 哲学

Page 11



《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凡研究人生重要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的学问，就叫做哲学。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
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则分为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是独立发展的。
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并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并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
到了近世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于是便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经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
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了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天，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
接触，互相影响。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 中国哲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古代哲学 自老子至
韩非子，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二）中世纪哲学 自汉至北宋，为中世纪哲学
。这个过程大概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甲）中世纪第一时期。自汉至晋，为中世纪第一时期。这一时
期的学派，无论如何不同，都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为起点的。（乙）中世纪第二时期。自东晋以
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经典，不断输入中国。印度的
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大放光彩。故这个时
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三）近世哲学 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
分。好比吃美味，中古第二时期是仔细咀嚼的时候，唐以后便是胃里消化的时候了。吃的东西消化时
，与人身体的种种物质相结合，变成一些新物质。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
思想结合，所产生的新物质，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

7、《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73页

         《左传》所举的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
《礼运》所举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孟子》所举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8、《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六篇 杨朱

        杨朱哲学的根本方法在于他的无名主义。杨朱的人生哲学只是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凡是极
端为我的人，没有一个不悲观的。杨朱论养生，不要太贫，也不要太富。

9、《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九篇 大学 中庸

        第一，方法 《大学》的方法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的方法总纲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辩之，笃行之。第二，个人之注重我第三，心理的研究《大学》和《中庸》的第三个要点是关于
心理一方面的研究。儒家到了《大学》《中庸》时代，已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

10、《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30页

        彻底摧毁民智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不然一个吃过山珍海味的人怎么可能无怨无悔继续吃粗茶
淡饭？

11、《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四篇 孔子

        《易经》，只有三个基本观念：（一）易，（二）象，（三）辞。第一，易 易便是变易的易。天
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的。一部《易》讲“易”的状态，以为天地万物
的变化，都起于一个动字。为什么会有“动”呢？这都因为天地之间，本有两种原力：一种是刚性的
，叫做“阳”；一种是柔性的，叫做“阴”。这刚柔两种原力，互相冲突，互相推挤，于是生出种种
运动，种种变化。所以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孔子大概受了老子
的影响，故他说万物变化完全是自然的唯物的，不是唯神的。第二，象 《系辞传》说：“易也者象也
。”这五个字是一部《易》的关键。这是说一切变迁进化都只是一个“象”的作用。第三，辞 辞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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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积极一方面，可以“鼓天下之动”；消极一方面，可以“禁民为非”。三个重要的观念：第一，
万物的变动化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作繁杂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礼俗，都有一个极简
易的起源，这个起源，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明的历史。第三
，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用都有仪法
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胡作非为。《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为三层：第一，正名字。第二，定
名分。上一条是“别同异”，这一条是“辨上下”。第三，寓褒贬。

12、《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九篇 孟子

        论性 性善论在孟子哲学中可算得上是中心问题。个人的位置 孟子把个人看得十分重要。他信人性
是善的，又认为人生都有良知良能和种种“善端”。教育哲学 （甲）自动的 孟子深信人性本善，所
以不主张被动的和逼迫的教育，只主张各人自动的教育。（乙）养性的人性既本来是善的，教育的宗
旨只是要使这本来的善性充分发展。（丙）标准的教育虽是自动的，却不可没有标准。政治哲学 孟子
的政治哲学很带有尊重民权的意味。

13、《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64页

        《春秋》的荼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客观的历史。

14、《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十一篇 法家

        第一，正名主义。 第二、平等主义。 第三、客观主义。 第二、责效主义。 

15、《每天学点中国哲学》的笔记-第八篇 庄子

        一、庄子的名学 完全的怀疑主义，和墨家的名学恰恰相反。“是”与“非是”表面上是极端相反
的，其实这两项是互辅相成的。这种极端“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守旧主义。二、庄子
的人生哲学 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
，都在他的天道观念。

Page 13



《每天学点中国哲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