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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章  赵纪彬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对朱熹的时代背景和阶级性的分析
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朱熹的时代背景的分析
二、商工业者的代表：对朱熹的阶级性的勘定
三、政治态度上的先进性：对朱熹的肯定性分析
第二节  二元论及其缺陷：对朱熹哲学唯心论的析论
一、理气二元论：对朱熹哲学性质的认定
二、二元论的根本缺陷：对朱熹哲学弊端的揭示
三、从二元论到唯心主义：对朱熹哲学合理性的肯定
第三节  对朱、陆对立的社会根据及其哲学意义的考察
一、朱、陆对立的社会根据：对朱、陆之辩的阶级分析
二、朱、陆之辩的哲学意义：对朱、陆差异的新解
第四节  对朱熹与王阳明异同的分析
一、唯物与唯心的纠缠：对朱、王哲学关系的批判性分析
二、《朱子晚年定论》的鉴定：对朱、王之辩的定位
第二章  侯外庐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对朱熹哲学思辨结构与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揭示
一、学术渊源与政治属性：对朱熹哲学阶级性的析论
二、思辨结构与客观唯心主义：对朱熹哲学党性的判定
第二节  对朱熹的自然观、社会秩序论及其品类存在说的考察
一、唯心主义的彻底性：对朱熹自然观、社会秩序论的批判
二、品级结构论：对朱熹自然观、社会秩序论政治本质的揭露
第三节  对朱熹的人性论的述论与批判
一、自我意识的思辨哲学：对朱熹人性论的分析
二、社会品级的人性论奠基：对朱熹人性论的政治批判
第四节  对朱熹的唯心主义的“格物致知”说的述论与批判
一、从物到格物：对朱熹格物思想的批判性分析
二、从格物到致知：对朱熹致知思想的批判性分析
三、等级秩序的合法性论证：对“格物致知”论实际目的的最终揭示
第五节  对朱陆之争的内容与性质的析论
一、两次论争概要：对朱陆之争内容的简要叙述
二、朱陆哲学的同质性：对朱陆之辩政治本质的揭示
第六节  对陈亮与朱熹论争的阶级性质的考察
一、天理与人欲的辩证：对王霸义利之辩理论根据的基本分析
二、从历史观到人道观念：对王霸义利之辩理论内容的基本分析
三、政治理论的分析：对王霸义利之辩政治本质的揭示
第三章  任继愈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的系统性说明
一、对子结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理论框架的说明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研究方法的说明
三、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问题意识的说明
第二节  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对朱熹哲学的批判与分析
一、从抗战到妥协：对朱熹政治立场与阶级属性的认定
二、客观唯心主义：对朱熹理气观的批判性析论
三、从格物致知论到知行观：对朱熹认识论唯心主义性质的揭示
四、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别：对朱熹人性论唯心主义性质的批判
五、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对朱熹伦理学说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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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唯心主义的天理史观：对朱熹历史观的批判
七、综合性与历史定位：对朱熹哲学“集大成”特征的细致分析
第四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中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对宋明道学的综论
一、从地主阶级贵族到士的转变：对道学产生的
阶级基础的追问
二、“士”的标准与精神境界：对道学理论内容的确定
第二节  对理、太极与气的逻辑分析
一、对理和太极概念的系统说明
二、对理、气关系的系统析论
第三节  对人性论、修养论、辩证法的析论
一、性心情才及其关系：对人性论的析论
二、格物补传批判：对道德修养方法的析论
三、朱熹易学的本义：对辩证法要素的挖掘
第四节  从历史观到义利观：对王霸之辩与朱陆之辩的分析
一、王霸之辩：对朱陈争论的析论
二、义利之辩：对朱陆之辩的最终衡断
第五章  张立文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对朱熹的经济、政治、教育思想的析论
一、对理学及朱熹哲学时代背景的析论
二、对朱熹经济思想的析论
三、对朱熹政治思想的析论
四、对朱熹教育思想的析论
第二节  对朱子哲学的逻辑结构论的析论
一、哲学逻辑结构论的基本框架
二、哲学逻辑结构论的具体展开
第六章  陈来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对朱子学研究的奠基性作用
一、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对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的意义：推动朱子学研究深入发展
第二节  对朱子哲学发展演变的考察
一、对朱熹理气论的考察
二、对朱熹心性论的考察
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论的考察
四、对朱陆之辩的新透视
结语：从历史批判到视域融合
参考文献
附录：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
后记

Page 3



《由历史批判到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

王秋（1979-），黑龙江双鸭山人，哲学博士，一直就读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现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
院中国哲学教研室教师。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学
会青年专业委员会委员；近年来致力于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以及中国当代伦理的研究。

Page 4



《由历史批判到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赵纪彬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对朱熹的时代背景和阶级性的分析
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朱熹的时代背景的分析
二、商工业者的代表：对朱熹的阶级性的勘定
三、政治态度上的先进性：对朱熹的肯定性分析
第二节  二元论及其缺陷：对朱熹哲学唯心论的析论
一、理气二元论：对朱熹哲学性质的认定
二、二元论的根本缺陷：对朱熹哲学弊端的揭示
三、从二元论到唯心主义：对朱熹哲学合理性的肯定
第三节  对朱、陆对立的社会根据及其哲学意义的考察
一、朱、陆对立的社会根据：对朱、陆之辩的阶级分析
二、朱、陆之辩的哲学意义：对朱、陆差异的新解
第四节  对朱熹与王阳明异同的分析
一、唯物与唯心的纠缠：对朱、王哲学关系的批判性分析
二、《朱子晚年定论》的鉴定：对朱、王之辩的定位
第二章  侯外庐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对朱熹哲学思辨结构与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揭示
一、学术渊源与政治属性：对朱熹哲学阶级性的析论
二、思辨结构与客观唯心主义：对朱熹哲学党性的判定
第二节  对朱熹的自然观、社会秩序论及其品类存在说的考察
一、唯心主义的彻底性：对朱熹自然观、社会秩序论的批判
二、品级结构论：对朱熹自然观、社会秩序论政治本质的揭露
第三节  对朱熹的人性论的述论与批判
一、自我意识的思辨哲学：对朱熹人性论的分析
二、社会品级的人性论奠基：对朱熹人性论的政治批判
第四节  对朱熹的唯心主义的“格物致知”说的述论与批判
一、从物到格物：对朱熹格物思想的批判性分析
二、从格物到致知：对朱熹致知思想的批判性分析
三、等级秩序的合法性论证：对“格物致知”论实际目的的最终揭示
第五节  对朱陆之争的内容与性质的析论
一、两次论争概要：对朱陆之争内容的简要叙述
二、朱陆哲学的同质性：对朱陆之辩政治本质的揭示
第六节  对陈亮与朱熹论争的阶级性质的考察
一、天理与人欲的辩证：对王霸义利之辩理论根据的基本分析
二、从历史观到人道观念：对王霸义利之辩理论内容的基本分析
三、政治理论的分析：对王霸义利之辩政治本质的揭示
第三章  任继愈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的系统性说明
一、对子结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理论框架的说明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研究方法的说明
三、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路问题意识的说明
第二节  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对朱熹哲学的批判与分析
一、从抗战到妥协：对朱熹政治立场与阶级属性的认定
二、客观唯心主义：对朱熹理气观的批判性析论
三、从格物致知论到知行观：对朱熹认识论唯心主义性质的揭示
四、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别：对朱熹人性论唯心主义性质的批判
五、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对朱熹伦理学说的批判

Page 5



《由历史批判到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

六、唯心主义的天理史观：对朱熹历史观的批判
七、综合性与历史定位：对朱熹哲学“集大成”特征的细致分析
第四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中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对宋明道学的综论
一、从地主阶级贵族到士的转变：对道学产生的
阶级基础的追问
二、“士”的标准与精神境界：对道学理论内容的确定
第二节  对理、太极与气的逻辑分析
一、对理和太极概念的系统说明
二、对理、气关系的系统析论
第三节  对人性论、修养论、辩证法的析论
一、性心情才及其关系：对人性论的析论
二、格物补传批判：对道德修养方法的析论
三、朱熹易学的本义：对辩证法要素的挖掘
第四节  从历史观到义利观：对王霸之辩与朱陆之辩的分析
一、王霸之辩：对朱陈争论的析论
二、义利之辩：对朱陆之辩的最终衡断
第五章  张立文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对朱熹的经济、政治、教育思想的析论
一、对理学及朱熹哲学时代背景的析论
二、对朱熹经济思想的析论
三、对朱熹政治思想的析论
四、对朱熹教育思想的析论
第二节  对朱子哲学的逻辑结构论的析论
一、哲学逻辑结构论的基本框架
二、哲学逻辑结构论的具体展开
第六章  陈来的朱子学研究
第一节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对朱子学研究的奠基性作用
一、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对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的意义：推动朱子学研究深入发展
第二节  对朱子哲学发展演变的考察
一、对朱熹理气论的考察
二、对朱熹心性论的考察
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论的考察
四、对朱陆之辩的新透视
结语：从历史批判到视域融合
参考文献
附录：朱子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空间
后记

Page 6



《由历史批判到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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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