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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高鑫，1961年生，安徽休宁人。
1983年安徽帅范大学历史系大学本科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0年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获
历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
研究工作。
曾先後在《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人文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50馀篇，主要代表作有《朱熹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对司马光历史盛衰论的再认识》、《秦
始皇历史意识散论》、《论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历史学说》等；独撰和叁编的着作有《朱熹传》、《中
国史学史纲》、《中国理学大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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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汉末年的天人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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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历史运次说
  一、新“五德终始”说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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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王一天一元”说：“大一统”形上论
  二、“立王正始”的政治大一统思想 
  三、“王者爱及四夷”的民族大一统思想
  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主张 
第十章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的史学特色与进步性
  一、“大一统”思想的史学表现形式 
  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思想统一路径
  三、民族大一统思想的进步性-
第十一章  班固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之异同
  一、断汉为史：对西汉大一统政治的颂扬
  二、与董仲舒民族大一统思想之异同
第十二章  “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何休的“大一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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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西周灭商后，一方面继承了夏、商的天命观念，重视运用这种天命观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
在周人看来，“小邦周”之所以能取代“大邑商”，是天命眷顾所致：“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
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
⋯⋯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同样，周人也将伐商说成是“替天行罚”。
周武王在牧野讨伐商纣王的誓师大会上，就将其伐商军事活动说成是“今予发，惟恭行天之伐”。
这种说法，与当年夏王伐有扈氏、有苗氏，商汤伐夏桀的口吻完全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受命于天的夏、商两朝的相继败亡，也使周人意识到“天命靡常”。
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认为上天会本着一颗公正之心，将天命转移给那些有德的人。
《尚书·康诰》明确认为周人之所以能代商，就是因为周人有德，“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不敢侮鳏寡。
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
”既然“德”是上天转移天命的标准，因此，要“受天永命”，就必须要以夏商为鉴，尊天敬德。
 夏商周天命观念与神权政治的动摇和衰落，是随着西周末年王权政治的逐渐衰败而开始的。
西周国势的衰败始于穆王，这一时期“庶人”阶级开始分化，从中游离出一批不贵而富的人，在穆王
制定的刑罚中，有了“金作赎刑”的条款。
周厉王时，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国人开始“谤王”，厉王便令卫巫“监谤”，结果出现“国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的恐怖局面，邵公（召公虎）论弭谤，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政治名言，是
一种制约王权的思想。
周幽王时，西周因犬戎攻破镐京而亡，周太史伯阳父（甫）其实已经预知于先，当周王卿士郑桓公问
其王室命运时，他就直言不讳地说王室将要灭亡了，因为幽王“去和而取同”。
毫无疑问，像邵公论弭谤和伯阳父论“和”、“同”这种限制王权的思想，既是西周末年神权政治衰
落之使然和具体表现，也是对这种神权政治的一种否定。
与这种统治集团内部限制王权思想的提出相对应，当时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怨恨上天与社会不公的
新思潮，《诗经》的许多诗篇对此做了很好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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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论述客观缜密，思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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