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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办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2010 年 4 月 6 日至 6 月 25 日，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由天津市古籍保

护中心承办的为期近三个月的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大家共同努

力下，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在天津图书馆圆满结束。来自全国 3 天津图书馆多

个藏书单位的 38 位学员参加了培训班学习。这是继 2008 年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

承办第四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之后又一次承办此类培训班。 

 这次培训的目标是：根据全国各级图书馆藏书情况和开展古籍修复工作

的实际现状，让学员初步掌握古籍保护与修复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本次培训汇集了一批从事多年古籍修复工作，具有丰富经验，取得重要研

究成果的知名专家和学者。课程安排包括：李致忠先生讲《中国书史》，吴澍

时老师讲《修复档案登记》，马国庆、冀亚平老师讲《中国传拓技术》，王

菊华老师讲《纸张的科学》，张旺老师讲《纸质文献色彩理论》，万群老师

讲《衬托拓片》和《古籍的装帧（新装）》、《古籍的修复及用纸》和《修

复技法》，张平老师讲《浆糊的提取、纸浆补书机的操作》，潘美娣老师讲

《洗书页、揭书页、染纸线绫等》，杜伟生老师讲《古籍装帧形式》，刘家

真老师讲《古籍保护方法的选择与评价》，陈红彦主任讲《保护装具》和《古

籍修复漫谈》。 

本期培训班的学员以我国北方地区藏书单位为主，包括黑龙江、吉林、辽

宁、山东、河北、河南、甘肃省，以及四川、湖南等少数南方省份。 

作为承办单位，我们全力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工作，组成服务团队，调动

全国各有关部门同仁积极性，各司其职，认真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此次培训任务。 

我们鼓励学员要把握这次难得的、面对面的专业学习和技能提高的机会，把

古籍修复技艺真正学到手，满载而归。回去后把本单位的古籍修复工作担当起来，

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为保护、传承这宗中华文化遗产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师生合影留念 
 
 
 
 
 
二、举办第一期天津市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借这次在津承办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聘请古籍界专

家学者前来授课的机会，同时举办了第一期天津市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学员主要是天津艺

术职业学院“文物与修复”专业的在校学生。 
 
 

 
 
第一期天津市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师生合影留念 
 
 



 
 

 
 
培训班学员到国家图书馆参观学习 
 
 

 
 
培训班学员修复成果之一 



 

 
 
培训班学员修复成果之二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陈红彦主任（左三）、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右三）、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张

海涛副院长（左一）等参观培训班学员修复成果。 



 

 
 
天津市文广局赵洪友局长（左四）、天津图书馆党委李云华书记（左一）、天津图书馆李培馆

长（左二）参观培训班学员修复成果。 
 
 



 

 
天津市文广局赵洪友局长（右一）到天津图书馆考察古籍修复工作。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陈红彦主任（右一）向培训班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第十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暨第一期天津市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结业典礼合影留念 
 
 
三、承办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8 日，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天津市古籍保护

中心承办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各项教学任

务，在天津图书馆圆满结束。来自天津市本地区 20 多个藏书单位的 42 位学员参

加了培训班学习。 

举办这次古籍普查培训班，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围绕古籍普查和编纂《中

华古籍总目》进行培训。课程安排包括：李致忠先生讲《古籍分类与编目》，吴

格老师讲《古籍著录规则》，李国庆老师讲《古籍分类款目组织规则》，罗琳老

师讲《汉文古籍普查平台登记系统讲解及实践》。 

通过开班前召开的全市图书馆馆长古籍专题工作会议，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各

馆所承担的主要责任与工作任务，通过古籍专家学者系统讲解，通过学员认真学



习和实践，取得了显著效果，达到了培训目的。为全力推行古籍普查工作，为顺

利启动《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项目，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结业典礼师生合影 
 
 
 

 
 



天津图书馆党委李云华书记（右一）向培训班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左一）向培训班学员代表颁发结业证书。 
 
 
 
 
 
四、李致忠先生作“古籍版本鉴定”专场报告 

 

应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邀请，我国著名古籍版本、目录、文献学专家，全国古籍保护工

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先生于 7月 1日上午 9：00——11：00

在天津图书馆报告厅作了“古籍版本鉴定”专场报告。 

李致忠先生，是我国古籍界资深专家，在古籍保管、整理与研究方面有极深

造诣，颇有建树。曾提出的古籍“三性原则”，对古籍所具有的价值作了科学阐

释，业已成为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华古籍总目》所遵守的基本原则，

成为制定《古籍定级标准》的理论基础。著有《古书版本学概论》、《历代刻书

考述》、《宋版书叙录》及《三目类序释评》等专著，发表古籍学术论文 15 天

津图书馆余篇。 



“古籍版本鉴定”专场报告，是针对传世古籍的版本进行鉴定的，专业性、

学术性很强的一次古籍专题报告。与专家面对面，聆听专家讲座，是一次难得的

学习机会。李先生精彩报告收到广大文史爱好者、古籍收藏者及本馆读者的欢迎。 

 

 
李致忠先生作“古籍版本鉴定”专场报告 
 
 
 
五、联合办学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办学，培养古籍修复专业人才。为了贯

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提到的“加强古籍保

护人才培养。有关部门要制定规划，多渠道、分层次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建立古籍修复机构

资格准入与修复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置古籍保护和修复专业，培养一

批技术精湛、素质较高的古籍修复人才”的精神，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经过多次协商谈，最近，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书》，联合办学。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所属的各级图书馆除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等少

数藏书单位有专门古籍修复人才外，其他各馆基本没有配备古籍修复专业人员，因此也就没

有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其结果是藏书破损古籍没有得到及时修复和妥善保护。这是一 

种普遍情况，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改变。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是一所老牌艺术院校，

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目标，曾培养出一批艺术人才。该校设有多个专业。其中“文物与修

复专业”中就包括了古籍修复内容。一方面，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所属各级图书馆存在古籍

修复人才匮乏的实际问题；而另一方面，天津艺术职业学院面临着拓宽招生渠道的适时抉择，



也为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寻求一条出路。 

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办学，是一种强强联手模式，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实现了优势最大化。按照合作意向，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聘请古籍

修复专家，成为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为学生讲解古籍知识、传授修复技艺；天津艺

术职业学院培养出来的古籍专业人才，输送到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所属的各级图书馆，以及

有修复任务的其他地区图书馆，承担馆藏古籍修复任务。这是一种没有经验可鉴的联合办学

模式，按照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创新思想，大胆实践，集中我们的人力、财力资源，争取

在较短的时间内闯出一条培养古籍修复人才的路子，以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观，为天津

市古籍保护工作上水平贡献力量。 

 

 
 
图为天津图书馆与天津艺术职业学院领导就双方“联合办学”问题进行座谈 
天津图书馆领导：李云华书记（中）、李培馆长（左二）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领导：万镜明院长（右一）张海涛副院长（右二） 
 
 
六、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召开专题古籍工作会议 

2010年 6月 22日上午，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在天津图书馆四楼报告厅召开专题古籍工

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主要是来自天津地区收藏古籍的各级图书馆领导和古籍部门负责

人。包括天津博物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塘沽区图书馆等 17 家单

位，30 人参会。会议由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主持，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金永伟副局长讲

话。 

会议主要主题：启动《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编纂工作项目，承办第二十期全国古籍

普查培训班，启动《天津市珍贵古籍名录》和“天津市重点古籍保护单位”评审工作。 



会上，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通报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下发的

《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任务书及编纂工作计划，以及即将承办第二十期全国古籍普查培

训班的情况。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金永伟副局长讲话，重点分析、总结了近年我市参与国

家古籍保护工作的优势和成绩，部署了今年要完成的几项重点工作，以及本市未来的古籍工

作发展目标，号召各级图书馆积极参与古籍保护工作，争取取得优异成绩。天津图书馆历史

文献部李国庆主任具体介绍了编纂《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的基本思路，以及其他有关工

作。 

会上，各馆代表积极参加讨论，介绍了本单位古籍藏量、编目情况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建议成立古籍保护督导小组，促进工作的进展，并对工作中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相互帮助。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积极配合天津图书馆，共同完整《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

的编纂任务。 

 

 

 
参加此次专题古籍会议的各级领导和古籍部门负责人合影留念 
 
 
 
 



 
 

 
 
参加此次专题古籍会议的文广局金永伟副局长（右一）、天津图书馆李培馆长（左一） 
 
 
 
七、古籍知识 
 
 

论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之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从先秦到汉初，我

国在政治、学术上出现了不少学派，如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

杂家、农家等等。各家的代表人物都被尊称为“子”，如孔子、老子、墨子、苟子、韩非子

等。据《汉书·艺文志》载“凡诸子百八十九家”。所以浑称“诸子百家”，是举成数而言。

“诸子百家”既专指先秦诸子，也包括他们的学说。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各国都想立国称霸，而要立国、称霸，必须得

民。要得民，必须讲求治国之道。于是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都纷纷提出见解，

宣传游说，各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舌笔相攻，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不 



已的局面。 
当时的主要学派大致分为九家： 

                        

(一)道家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是个半神话或智慧人物，据说生活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曾做周藏室之史。著有《老子》，

又名《道德经》 
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天地万物的变化和社会人事的成败祸福，

在《道德经》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否定上帝和鬼神的存在。“道”可以解

释为客观的自然规律，同时又有着永恒绝对的本体意义。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

的对立，有对立，才有变动。同时要意识到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故有“祸兮福之

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及“柔弱胜刚强”之说。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

的统一，“有无相生”，“有生于无”。这是老子学说的独到见解。还指出“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惧之”的论题，以表示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抨击。 
老子认识到了事物的对立转化，却以为是简单地循环往复，看不到每一循环的过程是

上升的发展，看到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却又错误地认为是智者出现和技术发展的结果。所以

他深恶“淫巧”，主张“绝圣弃智”，倒退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的小国寡民的状态。 
稍后的著名道家人物是庄子(约前 369 一前 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

著有《庄子》。文章汪洋恣肆，极富想像力，常以寓言故事的形式阐明哲学道理。 
     
 

(二)儒家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前 552一前 479)，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名

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为人勤学好问，而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

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年长，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曾任司寇。后周游列

国，推行其政治主张，而终不见用。晚年致力教育，相传他删《诗》、《书》，定《礼》、《乐》，

删修《春秋》。有生徒 3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人，著名的 7 天津图书馆余人。

孔子的言论由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为《论语》一书。 
孔子的社会地位不高，生活接近于庶民，所以能看到民间的疾苦，主张“节用而爱人”，

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札记，檀弓》)。在哲学思想上，孔子极力推崇“中

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在政治、教育、行为、人伦等各方面都贯穿着这种思想。就是在神

鬼的有无问题上，孔子也持中庸的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否认，而是闪烁其词地说，“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这种观点在中国 2 天津图书馆天

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年的封建社会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孔子在教育上是有贡献的。他首创私学，收授门徒，并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

学相长。他自己虚心好学，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治学态度是“毋固(不固执)、毋我

(不自以为是)”(《论语·子罕》)，在学和思的关系上也有精当的见解。对待错误，主张“过

则勿惮改”(《论语·子罕》)，在学术上他虽主张“述而不作”，但在制定六经时去芜存精，



也还是有取舍的，对保存古代珍贵典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孔子的学说中还包含着不少消极保守思想，如为维护贵族等级秩序而主张“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反对“犯上作乱”，要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等

等。 
孔子之学，三传而至孟轲。孟轲(约前 372—一前 289)，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

人。是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战国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自任为孔学继承

人。著有《孟子》七篇，充分发挥了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孟子主张“行仁政”，认为只有

“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提出“民贵君轻”，认定残暴的君王是独夫，诛独夫不是弑

君。在君臣关系上，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

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他承认有先天的“良知”、“良能”，但也重视后天的教育

和自身的修养，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大胆发挥孔子及

西周时“敬天保民”的思想，成为封建时代最可宝贵的一种政治理论。但他关于“劳心者治

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则完全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荀子(名况)虽承儒学，而其思想却有别于孔孟。他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

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他反对天命和鬼神之说，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天论》)，并大胆地提出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在政治上，他主张

礼治与法治结合，特别是他“法后王”的思想是对儒学的批判。 
    

  (三)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前 468 一前 376)，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相传为宋国

人，后长期居于鲁国。他出身于下层，自称“贱人”。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不

满于儒学，便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对立学派。墨家以“非命”和“兼爱”的观

点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主张不分贵贱亲疏，“兼相爱，交相利”，“赏贤

罚暴”。他“非攻”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下层民众反对掠夺性战争的愿望；他“非乐”、“节

用”、“节葬”等主张是对当权贵族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他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的牺牲精神。墨子认为要天下大治“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希望统治者改

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地位。在认识论上，墨子提出“三表法”，即以前人经验、实验

感知和符合国家人民利益为判断真假是非的标准，比之儒家强调“内省”更为深刻。 
墨家的主要著作《墨子》是研究墨学的基本资料。 
 

(四)法家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的重要学派。早期法家的先驱者有春秋时期的齐管仲(?一前

645，名夷吾)和郑子产(?一前 522，名公孙侨)等人。管仲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

则知荣辱”，“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等思想对后世都有

深刻影响。子产为郑“铸刑鼎”，公布刑法，整顿田亩，反对迷信，使郑国在“诸侯力政”

的春秋能立身于晋、楚两大霸国之间，实赖于子产治国有方。 

秦国在东周时还比较落后，前 361 年孝公立，下令求贤。卫国人法家公孙鞅(后因仕秦

有功，封于商，号商鞅)应募人秦，实行变法，得到孝公的支持。他重编户籍、奖励耕织、

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推行法治，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终于吞灭六国，建立了中

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吸收了道、儒、墨各家的理论，使法家思想臻于成熟与完

善。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一书。他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



和慎到的“势”三者合一，建立了以“法治”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这对中国出现

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阴阳家 
阴阳家的学说产生于人们改造自然的活动，由于对天象四时逐渐有所了解而形成了“五

行”观念。即以金、木、水、火、土名五星，并用它比附地上万物，即所谓“五材”(金、

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又以五材相生、相克的关系说明事物的变化。至周，人们开始

用阴阳观念来解释四时的更替，后又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高度概括为阴(--)、阳

(一)两个基本范畴，并以阴、阳的交错配合来说明万事万物的不断发展变化。 
 到战国时期，随着这方面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就产生了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 
 邹衍，亦作驺衍，博学多才，尤长于天文、地理和历法。他把早期阴阳和五行的学说

结合在一起，并加以附会扩充，成为阴阳五行理论。著《邹子》49 篇，已佚。邹衍依据当

时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经验，对天地起源和政权衍变进行臆测，扩大了人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

观念，活跃了人们的思维。但他据五行生克所造出来的“五德终始”(如水德克火德、火德

克金德等)循环论却使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变化及各王朝的盛衰更替形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观

念而影响于后世。   
     

(六)纵横家 

纵横家，指战国时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一些谋士。虽被《汉书·艺文志》列为“九

流”之一，实则不同于其他各家。他们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夺取霸权的活动中应运

而生的一批人物。他们的言论不乏真知灼见，也很讲究表达技巧，因而颇具说服力。但同时

却往往出于个人目的，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取媚人君，以求显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便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战国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字季子。先后游说于周、秦、赵，都不受欢迎。

当时秦势日强，使关东诸国大恐而谋求抗秦之计。苏秦有针对性地创合纵之说，先后说服燕、

赵、韩、魏、齐、楚各国。佩六国相印，为约纵长，约定共同御秦之策。因此，“秦兵不敢

窥函谷关十五年”。 
张仪，魏人。曾受辱于楚，后入秦为相。推行有利于秦的连横策略，即说服六国分别

与秦结好，使合纵终告解体。 
苏秦有《苏子》31 篇，张仪有《张子》1 天津图书馆篇，均佚。他们的思想缺乏中心

主旨，只为谋求个人功名利禄而投时君所好，在各家思想中最为低下。 
    

(七)名家 
名家亦称“刑(形)名家”或“辩者”，是战国时以辩论名实为主要内容的学派。主要代

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以及邓析、尹文等。其著作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

龙子》等，除《公孙龙子》外，余皆早佚。名家诸子的观点，彼此不尽相同。如惠施代表性

的观点是“合同异”。认为从宇宙万物总体来看，万物莫不“毕同”而又“毕异”，任何事物

性质上的同异都可以在字宙这个“大一”的范围内统一起来。这便是“合同异”的理论。它

夸大了事物的统一性，但也看到了事物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含有辩证的因素，对古代逻辑思

想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公孙龙具有代表性的命题是“离坚白”。认为白而坚的石头，其“坚”

与“白”不能同时存在。用眼看，看不到它的“坚”，而只能看到它的“白”，这时“坚”不



存在；用手触摸，摸不到石头的“白”，而只能摸到它的“坚”，这时“白”不存在。所以说

“坚”、“白”是分离的。“离坚白”的说法，只强调了两个概念的差异，而看不到二者之间

的联系，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 
名家的理论包含着某些辩证的因素，因而有其可取之处。但有些观点则难脱诡辩之嫌，

如“鸡三足”、“白马非马”等。 
     

(八)杂家 
杂家是战国末期至汉代初期折衷和糅合各学派思想的一部分学者，具有“兼儒墨、合

名法”的特点。代表作是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  吕不韦(?一前 235)原为阳翟(今
河南禹县)  巨商，因与秦庄襄王交结而任秦相。他组织 3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

馆门客汇合先秦各派学说，编著《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

名、法、墨、农及阴阳诸家，故称杂家。西汉时以淮南王刘安为首编纂的《淮南鸿烈》(唐

以后始称《淮南子》)，虽以道家思想为主，也杂糅了儒、法、阴阳诸家的学说，故列入杂

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保存了先秦学术思想中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除上述八家外，还有农家、小说家，合成“诸子十家”。十家之外，还有兵家、医家以

及非墨的杨朱学派等。 
各家代表人物影响较大的有近百家之数。他们各有一套自以为可以安邦济世的理论，

或聚徒讲学，或著书立说，或周游列国、驰说诸侯。一方面大力宣扬和推行本学派的主张，

一方面驳斥其他学派的“谬说”，形成了争鸣的局面。加上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封官赐

爵者 7 天津图书馆余人，并在齐的稷下设“稷下学宫”，招揽各学派学者数千人，当时驰名

的即有淳于髡、邹衍、田骈、接予、慎到、宋研、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荀况等。他

们各抒己见，  自由争辩，使当时争鸣的形势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目不暇接的空前繁荣局

面。 
当时儒家声势甚大，墨子首先起而反儒。他以“兼爱”反对儒家“亲亲有术”的等级

制度，以“非乐”、“节葬”反对儒家的繁缛礼乐和“贪于饮食，惰于作务”的不劳而食的思

想。说孔子“盛容修饰以蛊世”，“其道不可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对儒学的理论力予

批驳。对孔子本人也大加指斥，说孔某剥下人的衣服换酒喝等等。对孔丘弟子也大张挞伐，

说“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肹以中牟叛，漆雕刑

残”等等。 
庄子对墨派的学说也不以为然。认为墨子的主张“其行难为”，“不可以为圣人之道”，

而墨子的理想必将“求之不得（不能实现)”。 
杨朱反对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而主张“存我为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为也”，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孟子则极力维护儒学，认为杨、墨之学是对儒学的一大威胁，因而大事攻击。说“杨

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农家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抹煞了必要的社会分工。孟子对此痛加驳斥，强

调一人不可能兼百工之事，因此也不可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兼治理天下之事。 
荀子曾对 12 位有影响的人物逐一批驳。认为子思、孟子歪曲了孔子的本意来骗取群众；

墨子强调实用、节俭而轻视等级；法家的慎到能制定法规而不能落实，无力治国；批评名家

的惠施、邓析提出一些奇怪论点进行诡辩，也不能用它维护社会伦常秩序。庄子除推崇老子

和关尹外，对名、法各家都有所批评。韩非认为当时众说纷纭只能盅惑人心，从根本上否定

了诸子的争鸣，以求法家的独存。 
其实，诸子百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后世学者做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如《吕氏



春秋·不二》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都有较详尽的分析和评论。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独取法家思想治国，实行严刑峻法。由于正统儒派的抗争，而

造成“焚书坑儒”的惨剧。 
儒学经过一番厄运之后，随着秦王朝的覆灭而重新活跃起来。由于它在本质上维护封

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加上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改造，吸收道家哲学及阴阳五行思想，突出

宣扬“三纲五常”和“君权神授”，更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武帝断然罢黜百家，儒术

被捧上了独尊的地位。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不断按自己的需要对儒学加以改

造，也始终以儒学作为维护统治地位的理论武器。 
道家的影响也延续久远。汉初“黄老之治”，魏晋的玄学，是道学的显赫时期。特别是

到唐初，老子被冠以“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在政治上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后来标

榜的道家，多侧重于“清静无为”的消极方面。道家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方面变成了完善

儒学统治术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它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是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得

到世代继承的。 
法家的思想在秦得到了完善和实现，其中不乏有效的治国之术，所以以后历朝历代都

不可能弃而不用。汉代“独尊儒术”，实际却以儒法相表里便是明证。 
阴阳五行说，起初有其科学价值，自演变出“五德终始”说之后，再经后世文人不断

加工，则变成一种近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理论，统治阶级更利用其“天人感应”的思想作

为他们进行合法统治的理论依据。 
诸于百家之说，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各有其变化和兴衰的命运。但各家之说的关系正

如班固所言是“相灭相生，相反相成”。历代统治阶级正是不断吸收各家之长，以完善自己

的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也便深深影响于人民大众的意识，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代的演进，诸子百家的界限益趋模糊。然而对各家思想的研究代不乏人，因而

各学派思想的流风遗绪不绝如缕。 
儒家既得独尊之位，其著作之流传自是名正言顺。不仅孔子删定的五经，连记录孔子及

其学派诸子言行的“四书”也都被官方指定为必读经典。  自汉至民国有关阐释《论语》的

书约有 3 天津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种之多。其中有名的注疏本有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

南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邢员的《论语正义》、朱熹的《论语集注》、清刘宝楠的《论

语正义》和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孟子》有名的注释本有东汉赵岐《孟子章句》、

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等。其他如《荀子》、《墨子》、  《庄子》、  《韩

非子》等各家著作，后世也多有注本和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 
对先秦诸子的著作，人们很早就注意收集并开始著录。子书的范围是“自六经以外立

说者皆子书也”。也就是说，把儒家以外的诸子学说都列入子部。西汉刘歆《七略》始立“诸

子略”一类。《汉书·艺文志》依《七略》之旧将诸书分为十家。晋荀勖编《中经新簿》分

甲、乙、丙、丁四部，乙部即收录子书；东晋李充更定甲、乙、丙、了排次，子书归为丙部。

《隋书·经籍志》则正式以经、史、子、集命名四部，千年以来相沿不改，子书成为中国文

献一大类别。但后世子部界限日趋庞杂，如《四库全书》将难纳入经、史、集部的书统统归

入子部，使子部成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大杂烩。除诸子百家之外，天文、算法、术数、艺术、

谱录、类书、释家均归子部，共 14 类 25 属，甚至命书、相书、器物、食谱、鸟兽虫鱼、杂

事、杂品、异闻、琐语等亦被塞人其中，形成了凌乱不堪的子部。与最初的子书概念已相去

甚远了。 
秦汉以后，由于诸子各家思想的延续、发展，产生了像汉王充《论衡》、晋葛洪《抱朴

子》等一批新的子书，也出现了像今本《列子》、《晏子春秋》等一批自称“古本”的伪托之

作。这些时人均列入子书。 
为便于保存和查阅，明人将子书辑为多种丛书。仅嘉靖年间的诸子丛书就有《十二子》、



《六子全书》、《六子书》等。其后则有明归有光辑《诸子汇函》(收 93 子)、清崇文书局辑

《子书百家》(一名《百子全书》)、浙江书局辑《二十二子》、《子书二十二种》、民国时五

凤楼主人辑《子书四十八种》等。而影响较大的是民国国学整理社辑的《诸子集成》(1935
年世界书局排印本)，1958 年中华书局重印，近年数家出版社均有影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