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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秦诸子的礼学思想，近年来逐渐受到应有的关注。
对于诸子礼学的研究，涉及诸多史料辨析和观点论争的问题，难度甚大。
特别重要的是，对于先秦诸子礼学思想的研究，关系到如何看待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的社会转
型和文化转型的问题，关系到如何看待秦汉到清末两千年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问题，以及礼学在
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礼”产生于上古时期。
原初形态的礼治，形成并完善于西周。
礼学，则渊源于孔子，光大于儒学，蓬勃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既是礼治崩解的时期，又是诸子礼学出现并力图重建礼治的时期。
不过，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要建构的礼治社会，并不都是一般人所误解的西周社会。
诚然，孔子要复兴的礼，是周礼；其要重建的社会，是以西周为理想的社会。
但是，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如果有统治者真正能够用他，他也未必就是全盘“周化”的实践者
。
道理很简单，因革损益的思想，在孔子观念中还是很牢固的。
何况孔子的礼学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价值，而“仁”的内涵和价值目标是可以与时俱进的。
“克己复礼”为“仁”，视听言动符合“礼”才是“仁”，“仁”与“礼”融为一体，而这“礼”，
确是可以随时代变迁而损益，因现实需要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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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礼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先秦诸子与三代礼乐文化有着血脉联系，皆有丰富的礼学思想。
本书将先秦诸子置于先秦时期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有别于学界常用的从史学或经学维度研究
礼学，而是注重对先秦诸子礼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既从哲学高度考察和梳理了先秦道家、儒
家、墨家和法家代表性人物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苟子、墨子、商鞅、韩非等人礼学思想的基
本内容和基本结构，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阐发和揭示了先秦诸子礼学思想之间的异同及相互影响，又把
老子、墨子、商鞅等人的礼学作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探求和剖析了
先秦诸子礼学思想的发展脉络、逻辑进程及其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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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建华，男，l965年10月生，安徽省长丰县人。
现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中山大学文化研究
所特约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先后求学于合肥师范学校（1982—1986）、安庆师范学院（1988—1990）、安徽大学（1991—1994）、
中山大学（1999--2002），1994年获哲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道家和礼学研究，主持或参加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已出版《道家与中国哲学》（合
著）、《荀子礼学研究》等著作，并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
》、《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论文和著作皆获得过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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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礼学的诞生第一章 道家之礼学  第一节  老子之礼学    一、批评礼和礼治    二、道主宰天、帝、鬼
神    三、学礼方法    四、道治依赖于天子、诸侯王    五、肯定丧礼和祭礼  第二节  庄子之礼学    一、礼
是乱之源    二、儒家崇礼的错误    三、礼仪的道家化    四、乐的道家化      五、道中有礼且道为礼源第
二章 儒家之礼学  第一节  孔子之礼学    一、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    二、为国以礼      三、礼规定德与
德支撑礼    四、情礼不可分    五、赞美《韶》、《武》而否定“郑声”  第二节  孟子之礼学    一、肯定
礼的价值    二、礼内在于人之心性    三、厚葬久丧    四、肯定“今之乐”  第三节  苟子之礼学    一、礼
的政治、人生与形上价值    二、礼为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和宇宙之道    三、礼乐同构    四、隆礼重法
第三章 墨子之礼学  一、维护礼的等级性而否定礼的宗法性  二、肯定祭祀之礼并论证其社会价值    三
、批评三代丧礼和儒家丧礼而另制墨家丧礼  四、废弃三代礼仪制度而另制墨家礼仪制度  五、批评乐
的危害性第四章 法家之礼学  第一节  商鞅之礼学    一、礼生于“下世”而存于黄帝或三代之时      二、
三代之礼各不相同    三、儒家之礼是乱国亡国之源    四、刑有礼的印记  第二节  韩非之礼学    一、维护
君臣等级    二、批评德治又归德于礼    三、肯定礼仪又重情轻礼结语参考文献附录一  郭店儒简之礼学
——兼与孔子礼学比较附录二 《礼记》之礼学附录三 先秦诸子法律发生论附录四 告子辨析附录五 告
子哲学的儒家归属后记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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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礼产生于人类社会初期，礼本是祭祀神灵的行为、仪式，其价值在于获得神灵的佑护。
《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由于原始时代人类智力十分低下，神事与人事不分，且人事包裹于神事之中，作为祭祀规则的礼同时
也是指导人事的原则，涵盖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
即是说，礼不仅是神人交通的准则，也演化为人人关系的范式；礼不仅是宗教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
的存在。
当剥削和阶级产生，人类进入文明的门槛时，祭神祀天转化为“少数人”的特权，神人沟通的宗教仪
式代表着世俗的权力和等级名分，礼引申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制度。
三代以来，礼的“为政天下”的功能十分明显。
三代之治办因之常被称为礼治。
但是，由于礼的神学性质，由于政治之礼的神学根据，礼的存在及其价值无需说明，同时，也没有进
入哲人们思考的视野。
西周末至春秋，犬命神学始遭怀疑、批判、否弃，随之而来的便是春秋后期的礼崩乐坏。
这样，周室统治的神圣根据、现实权力乃至礼治模式一并衰落。
在此历史转折前后，“为政方略”逐渐成为政治家和思想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礼也因此而进入政治
家和思想者的思想世界。
哲人们围绕礼治的仔废、优劣而“ 发言”， 陈述自己关于礼的理解， 礼学因之而诞生。
①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春秋后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也是礼学兴起的时期。
当礼被视为神圣的存在时，礼治因礼的神学光环而无需证明，并被认为理所当然；当礼的神学依据、
礼的神性的一面被无情剥夺，道德审判与谩骂诅咒无力阻挡愈演愈烈的违礼越礼行为，礼的存在的合
理性需要理性的审视、智慧的观照，礼治的价值需要被证明时，礼才进入学术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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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李宗桂老师身边读博时，学位论文写的是《荀子礼学研究》毕业前，想去中国人民大学或西北大学
读博后，在填写研究计划时李老师希望我继续研究礼学，从荀子礼学扩展到先秦诸子礼学，于址，我
以“先秦诸子礼学研究”为题中请读博后。
承蒙张岂之先生、张立文先生的爱护，二位先生都同意我到他们门下读博后，可是，由于特殊的原冈
，使我最终错过了机会。
在此，我要向二位先生道歉。
博士毕业后，工作两年，又想到武汉大学读博后，并同郭齐勇先生的一个弟子谈及此事，后因我爱人
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只得作罢。
记得，我给郭先生写信表达我的失望和遗憾，郭先生还回信安慰我。
2004年，我连续申报安徽省教育厅课题、安徽省社科课题，均告失败，有些心厌意冷，孙以楷老师开
导我，叫我别灰心，并提醒我以“ 先秦诸子礼学研究”为题申报2005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口。
我向李宗桂老师汇报，李老师也鼓励我申报。
由于性格的原因，我不会找人，而且，评审时我因病住院，但是，事后得知，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任吉
悌先生、邵汉明先生等的关怀和帮助，很幸运地申报成功， 我要向任先生、邵先生等所有评审专家表
示感谢。
在2006年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巧遇任先生，任先生还嘱我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把课题做好。
另外，在课题的申报过程中，我还得到沈跃春先生的热情帮助，同样要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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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诸子礼学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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