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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二十多年，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地研究传统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需要对以往的研究做全面系统的
总结，需要站在新时代的学术基点上对《商君书》进行更为深入地探讨。
张林祥同志的《商君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商君书》的成书、真
伪及各篇的作者、作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第二，对商君书中的历史观、法治
观和社会价值观作出了新的阐释。
作者认为《商君书》中反映的历史观并不是进步观或进化论，而是战国诸子共有的变易观；第三，在
研究方法上，本书也值得称道。
既重视文献的甄别辨析，也重视思想的挖掘分析；思辨性和逻辑严密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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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君书》的成书与真伪　　成书与真伪是《商君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争议最
多的问题。
本章打算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批评和判断，进而尝试提出判断真伪的一些线索
或依据。
　　第一节 《商君书》的成书　　成书指一本书的形成过程和最后的编定，与其中每一篇文章的写成
不同但有关。
写成最早的文章与最晚的文章表示成书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因而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同样，文章的作者与书的最后编定者也是不同而有关，旧题作者或编者往往是该书所属学派的创立者
。
先秦古书大都成于众手，流传很久后才编定成书，其间可能经过反复的增删修订，所以作者、编者及
编成时间只能作大概的推测。
至于书名也是从无到有，随时变动的，因而一书可能有多名。
以下的讨论就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进行的。
　　一、“商君之书”与“商君之法”　　一般认为，《商君书》成书于战国后期并广泛传布，依据
是《韩非子·五蠹篇》中的这段话：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
耕者众，执耒者寡也。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此外，《韩非子》还多次提及或引述“商君之法”，但从未说过“商君之书”，那么，商君之法
是否即商君之书？
容肇祖曾提过这样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他举出大量例证，说明战国秦汉文献中所谓“商君之法”可有二解：一指商鞅学说，即富国强兵的理
论，载于“商君之书”，故“商君之法”即指“商君之书”；一指商鞅制定的法律政令。
《五蠹篇》中“商君之法”既与“孙、吴之书”对言，当指“商君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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