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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及本书内容简介

蔡尚思( 1905 年 11 月 10 日———2008 年 5 月 20 日)

福建省德化县人。1920 年前，在家乡半耕半读，曾入私塾及县立

小学读书。1921—1924 年，到邻县永春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就读。

1925 年夏，冲破重重阻挠，离开家乡北上，以同等学历在北京自由听

课，并进入孔教大学国学研究科、北京大学研究所，师从王国维。后又

拜梁启超、蔡元培为师，开始专治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期间，

曾向太虚、蒋维乔问佛学，向章太炎问国学，向李石岑问哲学，向吕思

勉问通史。1934—1935 年，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苦读，读完了该馆集

部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文集，摘录资料达 200 余万

字。

自 1929 年起，蔡尚思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新

文化运动。1929—1934 年，他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昌华

中大学担任讲师、教授，曾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2—

1945 年，同时任沪江、复旦、东吴等大学及无锡国专教授，光华大学历史

系主任，并与郭沫若、茅盾、马叙伦、郑振铎等 24 人发起全国学术工作者

协会上海分会。1946 年，与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等发起成立上海大

教联及文化研究所，任干事与常委。为反对蒋介石的集权思想和集权

统治，在上海解放前最黑暗的时期，于《文汇报》、《大公报》、《时代》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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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报刊上发表 100 余篇檄文，公开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思想文

化战线，为中国民主革命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

上海解放至 1952 年，蔡尚思在沪江大学任教授、代校长、副校长。

全国院系调整后，调回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中共复旦大学

党委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领导小组副组长等。“文革”中遭

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顾问，文科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研究生部副主任等职。

蔡尚思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哲学史、中国现代

史、蔡元培、墨子、谭嗣同等学会及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顾问，中国史学

会、孙中山研究学会等理事，全国宗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

副会长，李贽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朱熹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孔子基金

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世界太极学会荣誉会长等。著有《中

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正补编、

《中国文化史要论》、《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

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

史》、《周易思想要论》、《蔡尚思学术自传》、《论语导读》、《墨子思想要

论》等。

在《蔡尚思学术自传·前言》中，作者阐明“我的主要事业究竟是什

么”:“我自知生平学术研究的大范围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内，较确切地说

是在文史哲的范围内，最正确地说是史哲结合，尤其偏重思想方面、哲

学方面。”这一定位在作者的其它著述中也一再确认。作者一生的绝大

部分论著涉及中国思想史，但作者“不是单纯地述思想史，而是把自己

的思想随时寓见于思想史中”。作者一生著述达 500 多万字，2005 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蔡尚思全集》八卷。本《文稿》所选内容，以作者

的思想史研究为主。因水平有限，《文稿》若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仁和

读者批评指正。现将编选的一些设想具体说明如下:

作者的思想以及思想史研究，大致以 1931 年为界，之前“多空想”，

之后“专心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思想大起变化”，作者的大多

数著述也完成于后期，包括其遗失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思想史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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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稿》所选内容，主要是作者的后期论著，以《中国思想史通论》为中

心:第一编是其“生平第一代表著作”、作为《中国思想史通论》绪论的
《中国思想研究法》与《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第二编是其极具个人风格

的、“批判封建传统思想的论文选集”———《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作者

当时即认定:“在过去所著书中，较能代表我的学问思想的，实要算《中

国思想研究法》和《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是《中国

思想史》( 即指《中国思想史通论》) 的头尾，较为重要。”( 《中国传统思

想总批判·自序》) 。第三编《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是作者长期研究

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论文结集，其“很想以此书代替已遗失掉的《中国思

想史通论》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是作者研究中国近

现代思想史的论文结集，《中国礼教思想史》是想用来“取代《中国思想

史通论》的部分重要内容”( 《中国礼教思想史·自序》) 的一部专著。

以上三者再加上《中国思想研究法》，“即可成为《中国思想史通论》原稿

的主要部分”( 《蔡尚思学术自传》下编《生平学术思想特点的部分小

结》) 。作者的前期论著，其本人虽“不把它看作正式著作”，但现在看来

自有其价值所在( 此类似于冯友兰 1949 年以前的著作) ，更何况可以从

中看出作者的思想与学术的理路，因此本《文稿》不按写作时间，而将
《孔子哲学之真面目》等蔡氏思想史研究的前期代表作置于第四编。

1945—1949 年，作者“为进行政治斗争”而发表了大量的以政治与学术

批判为内容的“战斗性”文章，本《文稿》将这些文章选编为第五编。本
《文稿》的最后一编即第六编为《蔡尚思学术自传》。

第一编 《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

作者在 1987 年的《中国思想研究法·新版卷头语》中，说明其
1938—1968 年写成的《中国思想史通论》七十多万字，“文革”时被抄家

偷走，“也就只好以此‘发凡起例’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作为自己数

十年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代表著作了”。后在其 1992 年的《蔡尚思学术

自传》中又表示，《中国思想研究法》自认为是“生平第一代表著作”，

“以后的专著与单篇论文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知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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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学术思想，“就要先一阅此书”。而《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原合在
《中国思想研究法》内，所以两者不失为姐妹书”( 《蔡尚思学术自传》下

编《生平学术思想特点的部分小结》) 。因此，本《文稿》第一编收入《中

国思想研究法》与《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二书，删除了前一书的四个序及

五个附录，以及后一书的三个附录。

第二编 《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补编》

作者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自序》中说: “在二十年前( 指上世

纪二十年代) 就想写《中国思想总批判》一书( 当指《中国思想史通

论》) ，后来因有鉴于‘中国思想’包括‘传统’和‘非传统’两部分，前者

比后者多而有力为害最大，便先把‘传统’部分，抽出写成专书。”因《中

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及其补编中的文章发表于解放战争这一特定时期，

所以两者又是作者“在黑暗时代对学术思想方面斗争性最强的二本书”

( 《蔡尚思学术自传》下编《生平学术思想特点的部分小结》) 。这两本
“有关批判封建传统思想的论文选集”，既出自作者一贯之研究，又极具

学术个性，被有些读者认为是作者著作中“最为精彩”者。本编所收《中

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与《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补编》。前者为正编，属于

古代近代;后者为补编，属于现代。因第六编将收录作者更为全面详尽

的《学术自传》，本编删除前一书中的《自纪( 我的奋斗与转变) 》。

第三编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

《中国礼教思想史》

作者“以三十年的时间与精力著成《中国思想史通论》本论，因被抄

家取走而在后来追补写一部分的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近

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三书”，因此本编可谓《中国思

想史通论》的主体部分。《中国礼教思想史》又是作者“老年时期最集中

精力写出的一部书稿”( 《蔡尚思学术自传》下编《生平学术思想特点的

部分小结》)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与《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

论》其实是作者长期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论文汇集。本编集中反映作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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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的成果，在编选时，删除了一些篇目，同时又将作者不在上述

两书中的若干文章亦选入其中。

第四编 《孔子哲学之真面目》、《老墨哲学之人生观》、《中国三大

思想之比较》

本编为作者早期著作。1931 年前后，作者的思想与研究有一重大

的变动，在此之前，是为作者之早期思想与研究。在早期著作中，作者

已形成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完整看法。他认为: “论中国之

学术，当首推先秦诸子;论先秦诸子之思想，当首推老、孔、墨三大家。”

( 《中国三大思想之比较·篇首》) “中国思想界之有老、孔、墨三大家

也，亦无以异于鼎之有三足也。”( 《中国三大思想之比较·序例》) 而

作者研究老、孔、墨三大家的成果，则体现于《孔子哲学之真面目》、

《老墨哲学之人生观》、《中国三大思想之比较》三书当中。前两者原

为一书，( 《老墨哲学之人生观·序》:“本书原与《孔子哲学之真面目》

一稿中之《孔子人生哲学》一部合为一书，名曰《中国三大人生观之哲

学》。厥后乃抽出《孔子人生哲学》，与近来所补作之《周易哲学》合为
《孔子哲学之真面目一书》一书，另行付印。”) 后者则为后出而“较简

单”者，三书“合而观之，则三大家之思想，将尽在于斯矣”( 《中国三大

思想之比较·序例》) 。本编所收之《孔子哲学之真面目》，选第一部

分《孔子人生哲学》之《序论》与《中部》。

第五编 1945—1949 年文章选编

1945 年至 1949 年，是战后中国各种政治思潮以及与此相关的学

术思潮空前活跃且激烈交锋的时期; 1945 年 11 月至 1949 年 3 月，也

是作者“生平最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时期”，“内容关于政治、经济、

社会、教育、哲学、史学、文学等各方面都有，主要是政治与学术批判”

( 《蔡尚思学术自传》中编《较有重点的分期》) 。在不满四年的时间

里，作者“文章多到一百多篇”( 据说解放战争时期个人在报刊上发表

文章最多的是蔡尚思，因而这一时期也是作者生平最闻名的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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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作者即着手将此百余篇政论“分类编成专书”

( 《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自序》) ，然未果。本《文稿》从中选取其中

部分文章为一编。

第六编 蔡尚思学术自传

蔡尚思极为注意留下个人的生平与思想的材料，极为注意随时记

下随时想到、随时找到的有关资料，多次撰写自传，本编《蔡尚思学术自

传》即其对自己的最后的全面系统之总结，其中有作者本人许多的终极

思考与创说。

施宣圆
2012 年 4 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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