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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学概论》是第一部以儒学为主题的国家级规划教材。
《儒学概论》以儒家学派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为逻辑线索，以孔子仁学为核心，全方位地介绍了历代儒
者对于儒家仁、礼、心、性等观念的阐述，以及现代新儒家在面对西方思想挑战时的回应，进而描述
和阐释了儒家思想的内涵，指出了儒学在构造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模式中的意义，从儒家的宗教
性、儒家与中国社会等角度，真切地体察了儒家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指出了儒家在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儒家经学的形成、孔子被神圣化和科举制度在推广儒学过程
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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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干春松，哲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动态》杂志主编，200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直致力于儒家思想和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提倡“制度儒学”的研究进路。
主要研究成果有《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什刊度儒学》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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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和经学的解体，汉学被归入历史学和文字学，而宋学则更多成为哲学的
对象。
　　三、谶纬与经学　　刘邦以布衣身份登帝王之位，开创一个平民登极的新纪元，然而这需要面对
尖锐的合法性的挑战。
首先是道德上的，如何解释刘氏天下的道德依据问题；其次是神圣性问题。
显然，传统儒家经典中比较理性主义的陈述并不足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一方面需要对传统儒家经典做出新的解释，结合阴阳家甚至民间方士的观念的“公羊学”便是
经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
而另一方面需要一些辅助性的“类经典”来扩展儒家对于神圣性问题的态度。
这样，原先在中国人观念中就很有市场的谶纬开始典籍化。
《隋书·经籍志》就转述了一种流行的说法：“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
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当权者需要谶纬，或是因为现实中有许多问题五经中并没有给出答案，或
是统治者有意识地要做一些违背经典的事，这时谶纬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谶纬可以为他们的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
这也就是在王莽变法和刘秀恢复刘氏帝国时期，谶纬特别兴盛的原因。
“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
”（《后汉书·方术列传》）　　谶纬能否合称在经学中是一个问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称：“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
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渐杂以数术之言，即不知作者为谁，因
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久，又益以妖佞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六·附录易纬》）这段话的意思是“谶”、“纬”原先分属不同领域
，因为纬书需要将自己神秘化，所以借用了谶的因素，这样便合在一起。
　　的确，自一开始，“谶”、“纬”有一个独立的发展历史。
《说文解字》说：“谶，验也。
”即通过隐语、符、图、物等形式来预言人事的吉凶祸福。
虽然最早的“谶”字出现在《史记·赵世家》，但相信占卜的中国人很早就相信预兆，比如在秦时流
行的“亡秦者胡也”，就是典型的谶语。
　　“纬”即纬书，是经书的支流，主要指的是汉儒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的各种著作，
也称“七纬”：《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学概论>>

编辑推荐

　　《儒学概论》是“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全书共分10
个章节，主要对历代儒者对于儒家仁、礼、心、性等观念的阐述，以及现代新儒家在面对西方思想挑
战时的回应作了全方位地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儒之多面性、圣人与圣域、儒家的宗教性、现代新儒学
及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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