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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余英时作品系列：朱熹的历史世界（精装）》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
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研究的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运作
方式。
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
夫的整体活动之中。
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
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
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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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安徽潜山人。
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
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1973－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KitlgePrizerewardslifetimeachievement）。
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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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一自序二上篇 通论绪说一、“政治文化”释义二、道学、道统与“政治文化”三、古文运动、新
学与道学的形成四、道学家“辟佛”与宋代佛教的新动向五、理学与“政治文化”第一章 回向“三代
”——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第二章 宋代“士”的政治地位第三章 “同治天下”——政治主体意识的
显现第四章 君权与相权之间——理想与权力的互动第五章 “国是”考上、北宋篇下、南宋篇第六章 
秩序重建——宋初儒学的特征及其传衍第七章 党争与士大夫的分化一、引言二、“国是”法度化下党
争的新形态三、朱熹时代的党争四、王淮执政与党争的关系五、余论下篇 专论绪说第八章 理学家与
政治取向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二、从“内圣”转出“外王”三、“得君行道”——朱
熹与陆九渊四、“得君行道”——张丰式与吕祖谦五、余义第九章 权力世界中的理学家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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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不过作了进一步的疏证而已。
第二，李心传的论断则本于朱熹对“皇极”与官僚政风的双重批评：他基本上认定一般官僚苟且含混
、是非不分等等敷衍作风都是从误解《洪范·皇极》章而来，而这一误解已远起于孔安国《传》。
朱熹的评论虽大半发表在光宗初年，但这种官僚作风其来有自，而尤以王淮长期执政的影响为最大。
光宗一朝是官僚集团大力鼓吹“皇极”之说的时代，朝廷上仍然存在着一个没有王淮的王淮体制。
孝宗所部署的少数执政大臣与理学型士大夫在这一体制围困之下，极难有所展布。
所以朱熹的发言才集中在这一时期。
不但朱熹如此，其他理学家如周南也在同一时期，将官僚体制与“皇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批
评。
这是我的假设的另一根据。
朱、周等人的议论稍后将详作检讨，读者寓目下文之后，上述疑问便将大为消减。
第三，我的假设是以接受李心传的断语为始点。
但我之所以接受此断语而不疑则又因为它与当时士大夫的一般风气若合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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