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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英哲编著的《先秦名家四子研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名家学派的四位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尹文、公孙龙及其著作和思想学说的专著。对名家的概念、内部派别的划分、来龙去脉等都做了界定和叙述，分析了名家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以及学派的起源、勃兴、衰落和时代环境的关联，并对其历史地位做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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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名家四子研究》部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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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二十世纪名家研究的困惑与复兴

前言

导论 名家学派概观

第一章 “名家”界说

一、“名家”称谓的由来

二、“名家”概念的内涵

三、“ 名家”概念的外延

第二章 名家内部流派的划分

一、六分法和三分法值得商榷

二、合同异派与离坚白派的分法不妥

三、名家应分为主流派与非主流派

第三章 名家学派的来龙去脉

一、名家学派的起源

二、名家学派的勃兴

三、名家学派的衰亡

第四章 名家学派与社会大变革

一、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

二、名家学派的进步作用

三、名家学派的历史局限性

第五章 名家学派是名辩思潮的主力军

一、邓析开启了名辩思潮的先河

二、惠施拓宽了名辩思潮的视野

三、尹文提高了名辩思潮的水平

四、公孙龙把名辩思潮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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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邓析与《邓析子》

第一章 《邓析传略》考辨

一、邓析生年的推断

二、邓析并非“郑大夫”

三、邓析作《竹刑》的时间

四、邓析之死的真相

第二章 《邓析书录》作者考辨

一、《邓析书录》乃刘向所作

二、《邓析书录》不出于刘歆之手

三、《邓析书录》并非后人伪造

第三章 《邓析子》非伪书考辨

一、《邓析子》流传有序

二、《邓析子》并非伪造

三、《邓析子》亦非抄掇

四、《邓析子》虽真而残

第四章 邓析学说研究

一、科技知识

二、政治思想

……

第二编 惠施与辩者

第三编 尹文与《尹文子》

第四编 公孙龙与《公孙龙子》

附论 名家学派与其他学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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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名家四子研究》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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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英哲教授新著《先秦名家四子研究》系我国学术界近年来研究先秦名学比较系统、全面、集文献考辨与思想理论探析于一书，容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科学思想为一体，同时又富于可读性的最新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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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在先秦典籍中本称为“刑名家”（见《战国策·赵策》）、“形名者”（见《庄子·天道篇》），而称“名家”，最初见于司马谈所著《论六家之要指》，谓：“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点出战国时期形成的作为百家之学的“名家”的学术思想要指是“正名实”。“正名实”就是正定名与实的关系，即今之所谓研究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中国传统逻辑学关于概念的学说。晋人鲁胜作《墨辩叙》，以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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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见《晋书·隐逸传》）。鲁胜在这里不仅从社会功用、学理产生等方面把中国古代的名学、名家上溯到邓析、孔子，而且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名学、名家在先秦时期发展、演进的思想线索。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条资料。但是，由于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之不同，近代某些学者对先秦的名家与名学，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或者认为先秦无“名家”，或者认为先秦无“名学”。胡适依据先秦古书本无“名家”之名这一现象，推断说：“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根本方法。这种方法，便是那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墨辩》有名实之论，《公孙龙子》有名实之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论》。这些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各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在这一方面研究得比别家稍为高深一些罢了。依我看来，惠施、公孙龙都是墨家的支派。，0很显然，胡适只说对了一部分道理，即各家都有各家的名学这一点，而忽视了“名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学派这一事实，他更不了解《战国策》、《庄子》中的“刑名家”或“形名者”就是汉人所说“名家”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与转化关系。无论从《墨经》、《荀子》对公孙龙子所进行的批评这一点，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公孙龙子》一书的内容来看，都可以证明公孙龙子一派是以专门辩论名实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其徒綦毋子之属”一语，《淮南子·道应训》记述公孙龙渡河的故事时有“人而无能者”，不得人其弟子之籍的说法。可见公孙龙学派在当时是具有相当规模的。所以说在先秦时期不但有专门研究名实关系的“名学”，而且还有以研究“名学”为主要对象的“名家”集团。《论六家之要指》对“名家"的分类与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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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则认为“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他说：“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亚里士多德自埃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静庵文集·论新学语之输人》）郭沫若在评论王国维上述意见时说：“我认为这见解是正确的。只是惠施的学说存留者无几，《庄子·天下篇》所载大一小一之说，多少还有些学术价值，而支离灭裂纯作观念游戏的公孙龙，则仅是一名帮闲而已。”（《青铜时代·后记》）他还认为“惠施、公孙龙之徒本是杨朱的嫡派”。其实，今存本《公孙龙子》中《白马论》、《坚白论》主要是辩论“白马非马”、“离坚白”等逻辑命题，而《指物论》、《名实论》、《通变论》等则是以阐发名家学理为主旨，可以说这是先秦名家、名学最富思辨内容的学理，这里不仅有饶有趣味的辩论，更有启发人思的辩论理论与方法，怎能说“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呢？又怎能说这是“支离灭裂纯作观念游戏"呢？显然，王国维、郭沫若在他那个时代仍然受到西方某些学者所鼓噪的所谓“中国无逻辑学”的论调的影响，使其对“名学”发生了误解。梁启超与胡适、王国维、郭沫若都不同，他肯定并进一步发挥了晋人鲁胜《墨辩叙》的思想观点。他在分析中国学术思想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时指出：“宋、郑，东西南北之中枢也。其国不大，而常为列强所争，故交通最频繁焉。于是墨家、名家起于此间，墨家之性质，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学一宗师也。名家言起于郑之邓析，而宋之惠施及赵之公孙龙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杂似北学，其推理椒诡似南学，其必起于中枢之地，而不起于齐、鲁、秦、晋、荆楚者，地势然也。其气象颇小，无大主义，可以真自立，其不起于大国，而必起于小国者，亦地势然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卷八“学术类”上）从梁启超这段话的意思看，他既承认先秦有“名学”，也承认先秦有“名家”，同时认定“名家者言”，起于邓析而大昌于惠施、公孙龙子。这个观点也取得了当代学术界多数的认同。杜国庠1943年发表的《论〈公孙龙子〉》，冯友兰196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谭戒甫1957年出版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等书，也大体认同了上述观点。这个问题似乎基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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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研究名家、名学最感困惑的问题之一，是关于名家文献的真伪考辨问题。这里所云名家文献，主要指《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三书的真伪问题，此外尚有《惠子》与《惠施篇》的关系与存佚问题。清代著名考据家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把《尹文子》、《公孙龙子》均列人伪书。1931年山东大学教授黄云眉续作“补证"时，与原书合为一体，以《古今伪书考补证》书名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相继又有罗根泽作《邓析子探源》，肯定“《邓析子》伪书也，而前人无疑者”。另有孙次舟作《邓析子伪书考》认为“《邓析子》伪书也，而世人或信之，或疑之，或斥其伪而言之不详"。故悉加论证二文并于1937年发表于《古史辨》第六册。三十年代以来对名家文献的辨伪，反映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倡导疑古思潮的学术倾向。冯友兰1937年在为《古史辨》第六册出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我认为冯友兰的上述看法是理性主义的、有道理的、有分析的。他所谓的“融会贯通”，是指历史家的参与，这是一种肯定史学主体作用的历史观。如果说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史学是处于盲目的“信古”的阶段的话，则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史学处于理性的“疑古”阶段。由于疑古史学否定和推翻了传统史学的“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体系，从而为建立新的科学的中国史学体系开辟了道路，顾颉刚所阐发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对于建立科学的中国历史观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他们对考古资料发掘与研究的欠缺，他们对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方法即以地下发掘之新资料证明传世文献资料的方法重视和运用的欠缺，因而出现疑古过分、视疑古为潮流之倾向，把有些古本文献（如《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等）视为“伪书”，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这是他们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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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见盛而衰。当中国史学步人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进人八十年代以后，作为时代学术思潮的“疑古”阶段已经成为历史，于是便迎来了“超越疑古”的中国史学发展新时期。如果相对而言，可以姑且把二十世纪前半期说成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疑古”阶段的话，则可以有根据地把二十世纪后半叶及其后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释古”阶段。按我的理解，“释古”的前提当然是审查史料，所谓“超越疑古”，是指在正确吸收“疑古”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考古新资料、运用“二重证据”方法，纠正与克服“疑古”思潮的片面性、局限性，达到科学解释历史之目的。“释古”是长时期、立体网络工程，必须占有丰富的史料，而且要不断地发掘与研究考古新史料。仅有史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科学的历史方法、科学的历史观念。历史方法与历史观念也应当不断更新、不断发展。我认为董英哲教授的《先秦名家四子研究》正是中国史学步人“超越疑古时代"即进人“释古”时代的历史产物，也是作者多年不断更新历史观念，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交叉运用考证方法与辩证分析方法、理性的思辨逻辑与感性的直觉思维等等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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