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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代主体文化产生于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阶段，其间范围广博，发展昌盛，承传悠久，影响深远
。
概括言之，汉代文学成就辉煌，其中散文特色鲜明，赋体风貌侈丽，诗歌新颖优秀，传记体式成熟，
小说开始萌生；汉代史学著述丰盈，如《史记》、《汉书》、《汉纪》等，可说开始奠定了历代史籍
的楷模；汉代哲学也颇发达，当年有诸子学说、黄老学派、伦理纲常议论，最终以儒学成为独尊的官
方哲学。
　　汉代这些文化成果和特色的形成，基于华夏文化悠久的历史渊源，更源于汉代广博深沉的时代背
景，梳理这些根因，阐述如许课题，需要开阔的视野，精湛的思路，勤奋的精力，搜索披览大量的典
籍。
当代文林中多年来缺少此类开拓创新，杨树增教授不辞辛劳，在学术阵地上勇于奋进，圆满完成了这
一部成果辉煌的名作巨著。
　　《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这部学术专著，见解高明新颖，收集资料丰富，论述系统精湛，行文清
晰爽畅，及时排印梓行，为文林专家和广大读者提供研究和了解汉代文化的精美专书，其浩瀚深邃的
造诣让人钦佩景仰，可说为中华文化学术界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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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代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其文化体现出特有的“大汉气象”。
它延续并发展了曾被秦帝国一时中断的传统礼乐文化。
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统一的封建文化，统一性与综合性成为其最突出的特色。
汉代文学总的特色可以概括为“自觉”创新，汉代史著体例完备，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最高水
平。
汉代哲学可分自然、道德、宗教三大流派，但主体上重于探讨社会人生、人伦纲常，属“伦理道德”
型哲学。
这些特色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更与汉代大一统格局的变化相联系。
同时，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给汉代文化特色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文化
资源，使它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封建大一统文化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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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经学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　　汉武帝是历史上公认的一代雄主，在他统治的时期，开创
了汉代鼎盛的局面，形成中国封建地主社会第一个盛世。
汉武帝所展示的雄才大略，首先是从把儒学奉为经学开始的，然后把经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特别
是以通经作为进选人才的标准，尊经、读经、治经遂成时代的风尚。
经学大盛，促成国家鼎盛，汉代终于正确地选择到适应自己时代政治、经济的文化，也为中国后世封
建社会确定了正统文化。
《汉书·武帝纪》中称颂道：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
事，犹多阙焉。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檀，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
述。
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武帝将儒学改变为经学，并非是简单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是在定儒学为独尊的基础
上，对传统的儒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班固认为儒家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汉书·艺文志》）司马谈认为儒家“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家以孔子为宗，主张“仁义”、“礼乐”、“忠恕”与“中庸”之道
，提倡“仁政”、“德治”和“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品德修养，基本不谈神鬼天道，孔
子曾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雍也》）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论语·先进》）唯物主义的特色是很鲜明的。
至战国时，儒家内部形成八派，最有影响的则是孟子派与荀子派，各派虽都以儒家六部经典为法式，
但传释的文本繁多，观念且有不一的地方，缺少系统性，使人穷尽一生都难精通。
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以儒家仁义为核心，杂以阴阳家的五行说，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进出“天人相
与”的理论，认为天有意志，天人相通，借天意使封建统治神圣化，将儒学改造成一个系统的经学体
系。
董仲舒的这个经学体系，“把这一切精致地纳人天——人阴阳五行宇宙图式中，使之更具神圣的威严
和缜密的逻辑力量。
他所谓的‘天’，不仅是单一的人格神、宇宙主宰，而且是一种既定的结构，它遵循一定的顺序，显
示出一定的功能。
宇宙万事万物，都被固定在天的结构的某个一定位置，在其功能影响下，依特定顺序流转变化，体现
出严格的规律性。
”①只有系统化的经学才能满足从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才能实现封建大
一统的思想统治。
　　司马谈说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讲的是儒家主张君臣、父子、夫妇上下尊卑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由此而扩大至社会所有的人群，
每一个人都要依据自己的身份而尽自己的本分，这是基本的社会人伦纲常，人人遵循这一伦理道德，
就能构成一个有等级有秩序统一和谐的社会。
董仲舒虽未改变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但他把君臣、父子、夫妇及一切人的伦理纲常，提升为由天意
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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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天有阴阳，阳尊而阴卑，人伦既由天定，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也按照阳尊阴卑的逻辑来安
排，天道既然定阳尊阴卑、阳主阴从，因而人间也必然依天意而尊君卑臣、尊父卑子、尊夫卑妇，也
就是臣从君、子从父、妇从夫，这就是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礼纬·含文嘉》）董仲舒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春秋繁露·基义》）这样就把封建社会最主要的三种伦理关系神学化神圣化了，从而使封建社
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天意化了。
为了谐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强调天意之外，董仲舒还提出一系列伦理道德教条，以保证三纲的落
实，他提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
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汉书-董仲舒传》）五常，即人所应该具备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常行之德，董仲舒以“三纲五常”
，构成了经学中伦理学说的完备体系，形成汉代人伦纲常的核心，也形成了汉代文化的精髓。
　　秦汉建立中央封建大一统，实行的是在皇帝统治下的官僚制度，选拔与任免官员，就成为治国的
关键，因为官员的选拔与任免，直接关系到皇帝能否严格有效地控制中央及地方政权机构，从而实现
有效地统治全国人民。
秦帝国时期，选拔官员以通晓法令为标准，提升与罢免官员，以官员的功绩与才能为依据，这就是所
谓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与量功授官。
汉初，因侯国与郡县并存，选官除量功外，部分高官的子弟因恩荫也可得官。
文帝时下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之士，广开言路，罗网人才。
“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
”（《汉书·东方朔传》）贤良文学，指有德行才华之人。
方正指品行正直不阿之人，二者都首先以德显。
汉武帝还废除选官旧制，建立起以察举制为核心的多种选官制度。
随着经学定于一尊，选官多以通晓经学为标准。
还特别设立经学博士，终汉为止，历朝历代，经学博士官的数量有增无减。
从武帝废除列侯拜相制后，汉丞相多由经师大儒来担任。
如《汉书·儒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
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武帝之后，通晓经学而封侯任相的更为普遍。
在汉代察举科目中，举贤良方正是级别最高的，属于天子亲自取士的科目，举孝廉则是经常性的选士
科目。
各种察举取士都要求德才，而德行又是最看重的，而德行的标准则是儒学提倡的伦理道德，其具体的
体现首先就是尊经、习经、信经。
不仅如此，在数项察举科目中，还专设“明经”一科，专考经学，精通一门经学者，经过考试合格即
可为官，当时有句俗话说：“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
”（《汉书·韦贤传》）精通经学成为人仕做官的重要条件，实实在在地提高了经学的巨大功利价值
，影响到整个社会尊经读经风气的形成，从而促成经学的昌盛。
　　儒学经学化，也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统一的思想指导。
武帝时期，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大一统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新的历史形势与新的
历史任务，呼唤新的治国思想的出现，这种新思想必须在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
念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形成，这便是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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