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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门里的“中国哲学”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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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北京大学哲学门，创造的景象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其中“中国哲学”的景象也异彩纷呈，美

不胜收，审视它需要古今贯通的眼光。这里说的“中国哲学”有两个所指：一是指过去发生在中国的经历了诞生、突

破和不断演变的源远流长的历时中的一种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它也被称为“中国哲学史”；一是

指以主题化（如根源、宇宙、认知、秩序、人生、伦理和审美等各种论域）呈现出来的共时性的中国智慧的义理结

构和体系。北大哲学系里的中国哲学就是这两种意义上的复合体。

建制：哲学和中国哲学

  几乎是清末戊戌革新唯一遗产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1912年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随之而来的一个变化是

之前的“经学科”改为“哲学门”，下属所设的“中国哲学”是哲学门类之一。历史上中国没有“哲学”之名，但很早就

有“明哲”的概念；没有“哲学家”之名，但很早就有“哲人”一词。汉代典籍分类中的“诸子略”和后来四库分类中

的“子部”典籍都属于哲学著作；南朝的分科之学“儒玄”（并行于“文史”），明代的“通几”（并行于“质测”“宰

理”），清代的“义理”（并行于“辞章”“考据”）等概念，都是中国历史上大约能对应于哲学的学问。

  张之洞对哲学有偏见，故清末学制只设“经学科”而没有哲学科。经学课中有子学课目。1901年，张鹤龄受聘大

学堂副总教习，所著《伦理学讲义》，是旧学儒家伦理与新学西方伦理融合的产物，所说伦理学属于哲学。王国维

对哲学有高明的眼光和视界，认定哲学是中国历代学术和学问中的固有之学。他批评张之洞设的经学科没有哲学，

而将经学、理学同哲学统一起来，将大学经学科变为大学文学科中的一科，并行设理学科，与经学科大同小异，两

者的科目都有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名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外国文等

（见《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心目中的经学和理学就是哲学。1912年的《大学令》，取

消经学科，设立文学科，其中就有哲学。1912年正式建制的北大哲学门，从诞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一系列

的发展。1952年学科大调整，再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北大中国哲学的先贤们，智慧的传薪者们，在中国哲学不同

意义和维度上不懈追求和探索，成就非凡。

学科发展：史料学和方法论下的中国哲学

  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整理、甄别和认定，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也是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的基础。北大

的中国哲学研究一开始就注重史料，注重史论的统一，注重言之有据，注重论之有证。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卷上）中以万余言讨论中国哲学史的史料问题，说哲学史的明变、求因和评

判等三个目的，都需要准确地叙述哲人们的学说及沿革等，这必须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哲学史史料的基础上。这些史

料距离今人近的，一般不发生问题。距离远的，则需要加以审定，需要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和旁证等方面进

行求证，需要进行校勘、训诂和贯通加以辨认和确认，只有如此哲学史才能建立在准确和可靠史料的基础之上。

  北大的中国哲学方向开设史料学课程，前后编写有三部史料学教材，对哲学史料的重视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

代，朱谦之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为进修教师及北大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讲稿

后经整理出版。全书共有十讲，有的讨论比较详细，今天仍有参考价值。60年代，冯友兰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史料

学初稿》，更系统地考察中国哲学史的史料；80年代，张岱年为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在课程讲义的

基础上修改补充，整理成书出版，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张岱年

也有专章考察中国哲学的史料问题。同时，北大的中国哲学教学也十分重视哲学史史料，中国哲学教研室编选出版

有《中国哲学史资料选编》（上下）。特别是汤一介主持编纂的儒家大型类书《儒藏》，集学界之力，精选精校，

精编精刊，规模浩大，令人叹为观止。楼宇烈的《王弼集校释》及他参与编辑和统稿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十册），许抗生的《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等，皆为学界所称道。

哲学通史和断代史：历时下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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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哲学门创立之初就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课程，陈黻宸、陈汉章是最初讲授这一课程的两位老师。按照当时

的课程要求，他们都准备有讲义，但没有编成教材。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

具有开拓之功。蔡元培评价胡适的这部著作有四个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

究”。1952年，冯友兰到北大后，主要工作是不断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改革开放后的“新编”，成了他一生最

后的著述。它的特点之一是跨度大，他一直写到了现代，也写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89年）。当时笔者去燕园

拜访冯友兰先生，看到了最后一卷的定稿。此书可以说是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

在抗战时期完成了以概念史为线索的《中国哲学大纲》，开创了中国哲学问题史范式。1989年，一方面是压缩，一

方面是补充，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成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必读书。北大中

国哲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试用，正式出版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后经修

订，成为哲学专业本科生中国哲学史教学一直通用的教材。

  除了通史，在不同时期，北大的中国哲学史家们还撰写了中国哲学的专题史和断代史。朱伯崑独自撰述的多卷

本《易学哲学史》具有开创性；汤一介主编、中国哲学教研室王博等共同参与完成的《中国儒学史》，蔚为大观；

胡适1922年出版了著名的《先秦名学史》；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借助考据的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史，其《汉

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久负盛名；汤一介的《早期道教史》、许抗生主编和李中华等参与的《魏

晋玄学史》、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等等，是几个不同时期重要的中国哲学断代史著作。

专题研究：共时下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是各种专题研究，它是围绕概念、义理、学说等展开的各种理论化形态的研究。相比于中

国哲学通史、断代史和类别史来说，这类研究占据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在这方面北大的中国哲学研究可谓

是硕果累累。

  按照不同时期的专题划分，在总体方面和先秦哲学方面的研究，有张学智的《中国哲学概论》《心学论集》、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生生”的中国哲学——安乐哲学术思想选集》《儒家角色伦

理——21世纪道德视野》、朱伯崑的《先秦伦理学概论》、许抗生的《老子与道家(上下册)》、陈来的《古代宗教与

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王博的《老子思想的史

官特色》《庄子哲学》《易传通论》、王中江的《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郑开的

《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道家形而上学研究》《道家政治哲学发微》、杨立华的《庄子哲学研究》和

孟庆楠的《哲学史视域下的先秦儒家〈诗〉学研究》等。

  在汉唐哲学方面的研究，有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汤一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郭象与魏晋玄

学》、许抗生的《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研究概论》《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李中华的《纬书和汉代文化》、杨立

华的《郭象〈庄子注〉研究》等。

  在宋明哲学研究方面，有邓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

学的精神》、张广保的《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宗教教化与西南边疆经略——以元明时期云南为中心的考察》

（合著）、杨立华的《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等。

  在近现代中国哲学专题研究方面，有王守常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中华的《冯友兰评传》、胡军

的《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分析哲学在中国》、王中江的《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自然和人：近代

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干春松的《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儒学的近代转

型》等。

  此外，在东方文化和哲学方面的研究，有魏常海的《日本文化概论》《东方哲学概论》、李中华的《中国文化

概论》、王鑫的《日本近世易学研究》等。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方面的专题和主题研究，分布在中国哲学的各个时期，论域广泛，视点和方法多样。从子

学到三教和出土文献，既有百家子学特别是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研究，也有佛学和道教哲学方面的研究，还有新出土

文献方面的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作为东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和形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百多年来，北大哲学门中的中国哲学世

界，通古今，贯中西，学思合一，史论合一，相承相续，历久弥新。

  （作者：王中江，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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