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思想史论文(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中国思想史论文篇一

我今年报考的是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硕士研究生，
总分382，历史240，顺利录取，作为考研网的受益人，最后
给同学们贡献点什么，按照我的理解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思
想史这个研究方向，包括这个专业的研究对象、学术史、院
校实力、阅读书目，最后无偿奉上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国
思想史研究理论述评》，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一、研究对象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没有统一的说法，在民国时期，哲学
史和思想史无异，后来随着学科专业的划分，出现了思想史
和哲学史之间的争论，思想史逐渐脱离哲学史，成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

从时间上看，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各种思
想，但中国思想史一般分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近现代思想史，
他们隶属于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二级学科，一般招生简章
直述中国思想史的，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总之，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思想及其流
传，它包括各时期各阶层各地域的各种思想。

二、学术史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诸子百家，庄子的
《天下篇》，司马谈的《论六家旨要》等，再到后来的学案
体，《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伊洛渊源录》等，再到近
代的学术史式，梁启超、钱穆诸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再到哲学史式，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
兰的《中国哲学史》，再到思想史，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
想通史》五卷本，再到张岂之的.《中国思想史》，再到葛兆
光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再到南京大学匡亚明先生任主
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三、思想史院校及奖学金问题（学术）

思想史和哲学史相同，凡是治哲学史强的高校，思想史自然
不差，这里主要是推荐几所最重要的思想史高校。

清华思想史主要是张岂之老先生。

复旦文史学院主要是葛兆光教授。

南开的政治思想史主要是刘泽华教授。公费，一年4000补助。

西北大学主要是哲学思想的研究，偏哲学，因为方光华校长、
谢维扬教授、张茂泽教授都是哲学出身。全额奖学金比例少，
大部分为半公费，8000一年学费，每月100――200补助。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则主要是以历史的角度研究
思想，所以偏史，主要是由许苏民教授、颜世安教授等组成，
实力强大。公费，每月500.

社科院主要是崔大华教授、耿云志教授等。8000一年学费，
奖学金比例低。

还有比如四川大学的罗志田教授，岳麓书院的中国思想史，
中山大学等，酌情选择。



在难易程度上，清华复旦南京南开西北，社科院只招一人，
不详。

在学术成绩上，术业有专攻。

。

中国思想史论文篇二

中国会计思想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通过
研究中国会计思想史，我们能够深刻理解中国会计发展的历
程、特点和核心价值观。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一些对中
国会计思想史的心得体会，包括其渊源、影响和对现代会计
实践的启示。

第二段：中国会计思想史的渊源

中国会计思想的渊源可追溯到古代的“算学”和“记账”实
践。古代的财务管理以政治和社会秩序为中心，包括粮食的
收支、赋税和物资的分配等方面。从古代各类记账文献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会计员在受雇之前要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和
培训，以确保其能够胜任记账工作。中国古代会计思想倾向
于注重实效性和稳健性，强调稳定可靠的记账方法，例
如“五位记法”和“算米法”。这些古代的记账方法和实践
为后来的会计思想提供了基础。

第三段：中国会计思想史的影响

中国会计思想史不仅在中国本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世
界会计思想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沈氏筹算
局算法》是中国古代会计思想的重要著作，该书系统论述了
会计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当时的中国财政和经济管理
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算术和记账方法的独
特性，中国会计学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中国的



计算方法，如“算米法”、“算缺法”在世界上广泛应用，
为后来的现代会计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借鉴。

第四段：中国会计思想史对现代会计实践的启示

中国会计思想史对现代会计实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稳定可靠的会计记录和账务管理是会计工作
的核心要求。古代的记账方法虽然简单，却能够确保财务信
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次，会计工作应该服务于社会发展
和经济管理的需要。中国古代会计员要经过严格的考察和培
训，以确保其具备满足国家财务管理需要的能力。第三，会
计工作应该遵循尊重个体贡献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古代的会
计工作注重诚信和公平，强调个体的贡献在财务管理中的体
现。最后，会计工作需要综合运用理论和实践的方法。古代
的会计员通过考试和培训，不仅需要理解会计原理，还需要
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

第五段：总结

通过对中国会计思想史的思考和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
理解中国会计发展的历史进程，还能够从中汲取现代会计实
践的启示。中国古代会计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如稳定可靠、
公平正义和诚信，仍然对现代会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中国古代的会计创新和实践方法也为现代会计理论和实践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深入研究和理解中国会计思想史，
对于推动中国现代会计的发展和中国会计学术的繁荣具有积
极意义。

中国思想史论文篇三

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
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
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
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
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
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
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
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
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
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
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
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
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
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
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
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
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
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
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
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
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
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
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
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
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
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
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
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
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



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
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
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
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迄今为止，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在协调自强与启蒙的
关系，还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轨道上迂回前行。既要追赶西
方工业化的步伐，又要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存续传承。所以，
从这意义上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甲午战争。这条道
路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中国思想史》不仅告
诉你历史史实和历史困境，还引导读者对照历史，反思现实，
为现实困境求索解决之道。这样就使书籍的生命力并不囿于
过去，更在关照现实。

中国思想史论文篇四

孔子之下是战国时代，这个时期的思想，是“极光明灿烂”
的。孔子有开启之功。有人反对孔子，有人则阐扬孔子。比
如墨家，即极端反孔。杨朱则极端反墨。孟子则既反对杨朱，
也反对墨子，主张回归孔子。

墨子最有名的主张是“兼爱”，孔子也讲爱，讲仁者爱人，
落脚在“仁”。孔子的“仁”，是有分别、有等级的爱，墨
子的“兼爱”则无差别。墨子认为，儒家的仁，这种讲究远
近亲疏的爱，会使人自私自利。所以要兼爱，“视人之父若
其父”，认为别人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没啥不一样，我们应
该平等地去爱。儒家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及”
二字说明自己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是有远近之别的。

墨家为何不把别人的爸妈不当外人呢，其理论依据在于：从
宇宙看，人生都是平等，天下的爸妈都一样。由此他们提
出“天志”，“天兼天下而爱之”。可见墨家不是站在人的
立场来看，而是在天上俯瞰众生，所以是无差别的博爱。这
就是与孔子最大的不同，孔子特别看重实际人生，从来都是



从人的立场、人的标准来讲人道，所以主张仁。（参页20）

墨子主张无差别的平等，便不讲“礼”，因为礼代表就是人
与人之间的差别，高低贵贱尊老爱幼。墨子看来，礼是奢侈
的，尤其是葬礼和祭礼，这不是拿活人的生活之需去侍奉死
人吗？奢侈啊。于是主张“节葬”，为啥呢？节葬的目的
在“节用”，讲究节省，必然是非礼非乐。（参页21）

孟子评价墨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
文公》）

为什么呢？墨子不是兼爱吗？原来墨子虽然主张“视人之父
若其父”，但是因物质条件限制，加上人的感情所限，“不
能平等加厚，只能平等减薄”，变成了“视己之父若人之
父”。不能像厚待自己的父亲那样厚待别人的父亲，只能薄
待自己的父亲像别人的父亲一样。那就是不把自己的父亲当
父亲，而是当成别人的父亲。那就是“无父”。这就是墨子
无差别的平等观导致的后果。（参页22）

尽管墨子在理论上有这样的不足，墨子却不是只空谈，还去
实践，穿的用的都很简陋，“以自苦为极”（《庄子・天
下》）。这不仅减薄了自己父亲的待遇，也把自己的减薄了，
不能平等地富裕就平等地贫穷吧。钱穆说，墨子是“以身作
则地教人来过一种最低标准的人生，即是日夜以自苦为极的
人生”。（参页22）

可是，这哪是爱人？明明是不爱人嘛！

墨子说：no大家看看大禹，为了治水，风吹雨打，腿上的毛都
磨没了。“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
下》）大禹这样的圣人，治水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兼爱天
下百姓吗？我们就要像大禹那样，吃苦耐劳――这就是我们
理想的生活标准。（参页23）



庄子实在看不下去，就批评墨家说：你们墨家虽然是为天下
人着想，可是天下人却接受不了你们这些想法。（参页24）

尽管墨子“刻苦了人生”，但是并没有“鼓舞着人死”，没
有去追求死后的天堂或乐园作为此生的补偿，所以墨家不是
基督教，墨子也不是教主。（参页24）

墨家和儒家，几乎每一处都针锋相对。“孔子亲亲，墨子尚
贤；孔子差等，墨子兼爱；孔子繁礼，墨子节用；孔子重丧，
墨子节葬；孔子统天，墨子天志；孔子远鬼，墨子明鬼；孔
子正乐，墨子非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
贵义。怠无一不与孔子相反。”（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
一篇第二章第十一节“墨子之道”，中华书局版第94页）

墨家和儒家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历史学家夏曾佑的观点可以参考，他认为，主要在于对待丧
礼的不同，进一步说就是对待鬼神的态度不一样，儒家远鬼，
墨家明鬼，这是墨家和儒家所有不同之处的起点。

“儒家丧礼之繁重，为各宗教所无，然儒家则有精理存焉。
儒家以君父为至尊无上之人，以人死为一往不返之事，（无
鬼神，则身死而神亦死矣。）以至尊无上之人，当一往不返
之事，而孝又为政教全体之主纲，丧礼乌得而不重？墨子既
欲节葬，必先明鬼，（有鬼神，则身死犹有其不死者存，故
丧可以杀。天下有鬼神之教，佛教、耶教、回教，其丧礼无
不简略者。）既设鬼神，则宗教为之大异。有鬼神则生死轻，
而游侠犯难之风起，异乎儒者之尊生；有鬼神则生之时暂，
不生之时长，肉体不足计，五伦非所重，而平等、兼爱之义
伸，异乎儒者之明伦。其他种种异义，皆由此起，而孔、墨
遂成相反之教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
第十一节“墨子之道”，中华书局20版第94页）

这是极端反孔的墨家的情况。那么，又极端反对墨家的杨朱，



都有什么主张呢？

中国思想史论文篇五

中国会计思想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智慧
的结晶。通过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古代
会计思想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同时，
我也发现在现代会计环境下，我们仍然可以从古人智慧中找
到一些启示和借鉴。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结合学习中国会计
思想史的经历，谈谈我对中国会计思想史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首先，在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的过程中，我对中国古代会计
制度的完善性和灵活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古代中国会计制
度包括各种规范和制度，用以记录和管理财务信息。这些制
度不仅包括了记账和报表的概念，还包括了税收、审计、资
本预算等方面的内容。在古代中国，会计制度不仅仅是为了
记录和归纳财务信息，更重要的是成为一种管控手段和经济
调控的工具。例如，在宋代，会计师被赋予了审计、稽核和
纠正过失等职责，以保证国家财政的运营稳定和社会的公平
正义。这让我感到中国古代会计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安排合理，
可为现代会计科学提供一些启示。

其次，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也让我意识到中国古代对会计职
业的高度重视和崇尚。在古代中国社会，会计师被视为高尚
职业，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古
代“务实“、“公平”、“诚信”等价值观念的深入人心。
例如，在《周礼》中，就专门有“主计”一职，这就说明了
会计师在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会计师不仅仅
是记账人员，而是具备审计、稽核、管理等多种能力的综合
型人才。这些高度重视与崇尚会计职业的价值观念也对现代
会计行业提出了很高要求，要求我们作为现代会计从业者，
不仅要拥有扎实的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具备道德修养
和职业操守。



第三，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让我深刻认识到会计思想与社会
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中国会计思想的形成是在特定社会历
史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要求。
例如，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时期，会计思想主要关注的是土
地、耕作、农田灌溉等方面的经济活动。而在商业时代，会
计思想则转向了商品流通、市场交易、物资库存等方面的内
容。这启示我们，在今天的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要
密切关注会计思想的变革和创新，将会计理论与实际经济活
动相结合，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四，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让我理解到会计思想的源头在于
探索人类经济行为规律。中国古代会计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是古人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总结和归纳。通过对会计制度的创
建和完善，古人试图揭示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和特征，从而为
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
经验教训，即要从会计理论和实践中塑造出适应时代发展需
求的理论体系，为经济决策提供准确的数据和可靠的依据。

最后，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也让我意识到会计工作是需要持
续学习与适应时代变化的。中国古代会计思想的发展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古人的会计思
想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而今天的会计工
作者面临的环境和问题与古人显然不同。所以，我们作为现
代会计工作者，要持续学习、不断进取，在不断变化的经济
环境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通过学习中国会计思想史，我对中国古代会计制度的完善性
和灵活性、对会计职业的重视和崇尚、会计思想与社会经济
发展的关联、会计思想为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的价值、以及
持续学习与适应时代变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
这些心得和体会将继续指导着我在今后的会计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