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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副标题为《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它指示出，春秋时代的思想观念研究为本书
的主题；但须说明，这里关于春秋思想史的研究是限定在孔子以前，并以孔子和早期儒家以及其他早
期思想学派的出现为其归结。
　　另外，一般思想史研究以人物和历史发展为线索，而本书则依照问题为线索；这是因为，虽然春
秋时代的思想相当活跃，但思想家的思想多属片段，少有系统，不便于以一般思想史的叙述方式来呈
现。
　　本书也可以说是《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的第二部。
关于《古代宗教与伦理》，张光直先生曾赞为“以哲学家的写法作古史的研究”，本书在相当程度上
仍是如此。
不过，虽然陈来出身于哲学训练，本书研究的时代又是哲学发生的前夜，但本书的着眼点并不像西方
的前哲学研究，去专注于自然哲学的一些早期观念的发展；而是以中国固有的子学意识去观照这个时
代的思想文化。
　　因此，本书并不是春秋文化的全面研究，而是从思想史家的立场，把孔子以前的春秋文化作为诸
子学发生的思想史前史来研究。
在这种研究之中，陈来一方面从文化哲学和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春秋时代的文化观念与西周文化的
连续性，看它如何把西周的礼乐文化加以展开；一方面又把它作为诸子时代的背景和先导，看它怎样
为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本书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无论在总体线索还是在部分分析上，都提出了新的、具有创见的论点
，为春秋思想研究开辟了新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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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1952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
行长。
曾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并任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兼职教
授。
主要著作有：《朱子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宋明理学》、《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人文主义的视界》、《现代中国哲学的追
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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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宇宙命运秩序的观念在世界各地都是从摆脱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中生长起来的。
巴比伦一亚述宗教的起源也是万物有灵论，是对天空、风暴、草原各种自然神灵的信仰，且混杂着动
物崇拜和图腾意识的痕迹。
“但是，随着巴比伦人的思想日益注重对群星的沉思，它的一般形式发生了改变。
原始神灵神话并没有消逝，但它降为低层次的大众信仰。
智者、教士的宗教变成了‘神圣纪元’和‘神圣数字’的宗教，神性之真正根本的现象表现为天文过
程的确定性，表现为支配日月行星运行的时间性规则。
”单个的自然实体如天体，不再被设想和尊奉为直接的神，而被理解为普遍整体中的局部显现，宇宙
的一切都是依据恒定的法则而起作用。
“天空是神圣秩序最明显的展现，这种神圣秩序可以作为同一个根本形式，以恒定的等级，从天空一
直追寻到地上。
特别是人的各类（政治的和社会的）实在的秩序。
在最多样的存在领域中，上述相同的根本形式都得到了体现。
”在前轴心时代思维的发展中，人们越来越关注天文过程，关注这种过程的确定性，而天文过程的确
定性首先表现为日月星辰运行的时间秩序，历法由此产生。
而卡西尔没有看到，在占星术里，人们所关注的，在星辰的时间秩序以外，也关注星辰的空间秩序（
位置）。
正是这种日月星辰的时间一空间秩序又进而被理解为宇宙的恒定法则。
狭义的天道即是天空的秩序，而广义的天道，则使这一秩序同时体现到地上和人间。
　　这样一个进程，对于世界各大文明来说，是普遍的。
“在几乎所有伟大的宗教中，都发现了制约所有事件的普遍时间秩序与同样主宰所有事件的外在的正
义秩序之间的相同关系——天文宇宙与伦理宇宙之间的相同关联。
”从此，“盛行于自然多神教的神个体化，也被普遍自然秩序的观念取而代之，这种秩序同时既是精
神秩序又是伦理秩序。
”　　不仅“天道”的自然秩序义与“天道”的伦理秩序义互相扭结，难解难分，就是“天道”的命
运义也是这一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与春秋时代同时代的希腊神话一宗教中，命运也是比宙斯更高的神。
“要是多神教的众神继续存在，他们之受崇拜也不因自身，而是作为他们所隶属的命运之普遍秩序的
卫士和管理人。
众神不再是自然界和伦理世界的绝对立法者，他们及其行为现在要服从更高的规律。
居于荷马史诗中的宙斯之上的，是非人的命运力量。
而在日耳曼的神话中，命运的力量、生成的力量同时表现为命运三女神的纬线——命运的编织者，表
现为原始法则。
”随着这些观念的逐渐鲜明的展开，从内部改变了整个文化的气质，赋予了它新的特性，与古代神话
世界分道扬镳。
　　在自然主义方向发展的人文主义，并没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体现。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化在这一过程打上了怎样的自己的特殊印记，又有什么表达上的特殊性，那就是根
于字源意义而得到法则意义的“道”。
“道”成了表征中国古人了解的宇宙秩序、伦理秩序、精神秩序及其统一性的概念。
不用多说，“道”的早期意义是人行之路，天道即天体运行之路，概念的发展使得“道”和“天道”
具有了法则，秩序、规律的自然哲学意义，又具有了规范、原则、道义的社会思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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