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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文化大革命”后，作者力图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努力追求以真正哲学思考的方式进
行研究。本书以玄学家郭象为中心全面论述了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在哲学
思想史上的地位。书中通过对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来寻找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梳理了
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了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
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并深入分析了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发展的
原因。

作者简介

汤一介先生（1927—2014），湖北省黄梅县人，生于天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
、思想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从1956年起一直任教
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三智文化
书院、什刹海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代表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
、《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大部分著作与论文已结集为十卷本《汤一介集》出版。主编
有《汤用彤全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与李中华共
同主编）、十一卷本《中华佛教史》（与季羡林共同主编）等著作。以古稀之年主持大
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
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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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自序

《郭象与魏晋玄学》算起来已经出到第四版了，它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为什么
对“魏晋玄学”、特别是郭象的研究最有兴趣，这是因为自先秦以来，儒、道两家对中
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但是两家在思想上有着重大分歧。汉朝曾把儒学作为社
会政治的指导思想，但到汉末由于社会政治日益腐败，问题丛生，因而儒家所提倡的“
礼教”(名教)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已渐渐不起作用。为此，必须为社会政治找一支
撑的依据，以使“名教”(礼教)有一立足点。这样就产生了“名教”与“自然”之讨论
，而“名教”与“自然”之讨论实是儒、道两家学说之关系的讨论。此一讨论上升为哲
学问题，就是“有”(具体的事事物物)和“无”(存存真真的宇宙本体)的讨论。魏晋玄
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从“名教”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哲学。玄学自何晏、王弼
一直到向秀、郭象都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哲学理论大师。谢灵运在《辩宗论》中说：
“向子期(向秀)以儒道为一”，即是说要使儒、道两家整合起来，而成为一统一的哲学
体系。郭象继承向秀，把儒、道两家统合得更加完善，他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少有的哲
学大家，自庄子后提出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因此，我特别重视对郭象的研究，从多方



面分析他的哲学思想，以期锻炼我的哲学分析能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理论思维无非
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
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
，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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