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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解丽霞编著的《扬雄与汉代经学》。
《扬雄与汉代经学》的内容简介如下：
在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纷争的情势下，扬雄的经学独立于官方经学传承谱系，表现为“既批
判今文经学又吸取其知识资源、既偏重古文经学又与其为学目的不同”的特点，他与汉代经学的复杂
关系也由此展开。
扬雄提出“要合五经”的经学立场、“《易》为经首”的经典次序、“约卓艰深”的释经原则；他“
综参古《易》”，建构了与汉易主流不同的易学体系；他仿《论语)作《法言》，从“儒道互补”转向
“醇儒”。
扬雄的“恶虚妄”与与西汉孟京象数易学、董仲舒今文春秋学、谶纬学说的“好灾异”形成鲜明对比
；而扬雄的“学为道”与刘歆、王莽的“学为术”也完全不同；他承传了汉代费直古文《易》学“义
理释经”的传统，影响了汉末魏初《易》义理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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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解丽霞女，1973年生，山西万荣人。
200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与人合著《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在《哲学动态》、《现代哲学》
、《学术研究》、《周易研究》、《孔子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
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主持多项省厅局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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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象的研究彰显的是方法的运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是通向真理的路途”，
说明中西哲人对研究方法的重视，而近年来学术界不断追问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再把中国哲学
研究的方法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
引借西方哲学的研究框架、解释方法似乎必然造成中国哲学的“变形”；回归传统的中国经学研究方
式，在中国哲学现代学科范式已经成熟的时代下，回归就显得不太可能和不合时宜。
如何合理恰当地运用中西哲学研究方式，其实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如何对待中西方文化在方法论上的差
异的体现。
在对“扬雄与汉代经学”的研究中，我一直思考如何综合运用中西哲学研究方法，现将本书在方法论
上的结论和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看法简述如下：　　（1）就经典的研究而言，重在解释，中
国传统的解释学和西方现代的解释学理论有相通之处。
比如中国古典解释学讲“知人论世”，西方解释学讲“文本和作者的历史背景”；中国古典解释学讲
“言意之辩”，西方解释学讲“语言在说”；中国古典解释学讲“以意逆志”，西方解释学讲“视域
融合”。
就二者在理论上的相通性来讲，说明我们至少在解释学方法上没必要刻意寻找二者的差异，这也就为
我们在经典解释中融合中西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2）对于长期浸染在西方思想与方法氛围中的中国哲学研究，当下的工作是要重新审视并重视
中国古典的解释方法，而不是一味地“崇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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