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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的当代意义是与国学的当代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国学如果没有新的发展，其意义必然受到很大局
限。
国学的当代意义是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宏伟目标来实现的。
我曾经说过：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学。
如果仅仅从国学中寻找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
有人问我：国学究竟有什么用？
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
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
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也是国学无用
之大用。
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
成为什么样子？
    本书系统讨论了中国传统学术所涉及的主要领域，具体分析了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佛教、道
教、艺术、版本、目录、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书法、绘画、音乐、天文、历法、地理等学问的
主要特点、基本内容及研读方法、意在引导读者对国学的形成、发展、特点有全面的了解。
全书体系严谨脉络清晰，风格浅近，语言生动，是带有通论性质的国学基本读物，也可作为文史哲学
术研究的入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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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胜高 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主要著作有《汉赋与大汉气象》、《诗画人生——从王维到郑板桥》、《先秦两汉兵书通考》、《汉
赋与现代制度——以都城、校猎、利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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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儒学与经学　　什么叫经呢？
“经”字的本意是织布时的纵丝。
织布有经线和纬线，纬线绕着经线来回编织。
由于经线是固定不动的直线，“经”字就有了“恒常”、“不变”的意思，后就取“恒常不变”的义
项来描述“经”的恒定性。
桓谭《新论》：“经者，常行之典。
”在古人看来，经是古代贤人圣哲的言论汇编，是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经书是儒家学说的骨干，历代儒家学说的发展。
都以对经书的诠释作为基础，我们以经学作为视角，来看儒学的发展。
　　第一节　儒经的形成　　一、“经”的形成　　先秦时期．“经”只是指通行的基本典籍。
《庄子·天运》中说：“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自以为久
矣。
”这六经是构成学术的基础，这六部典籍为大家所熟知，《墨子》、《庄子》、《国语》、《战国策
》等典籍中都曾称引。
在这些典籍的传授和整理中，孔子的作用最大。
《论语·述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
”他不仅把它们用作教材，而且还整理《春秋》、喜读《易》。
经过孔子的整理和传授，这些经典更加接近儒家学说的价值体系，成为儒家思想的注解；也可以说这
些经典被作为儒家的思想资源，儒家学说是以这六本经典为基础阐发出来的。
　　在文化的轴心时代，一种思想体系要想发挥重大的影响，一是这种思想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又
要具有实践性，儒家思想不仅提出要建立小康社会、大同社会等理想，又提出实行礼乐教化以推行王
道政治，能够吸引历代士人去追求。
这与道家过于玄奥、墨家过于古板、法家过于实用不同。
二是这种思想体系重视传承性，即后学有人。
由于儒家重视经典的传授，孔子之后，儒学继续发展，除《乐经》亡佚之外，其余五经都经过不同的
传授体系进入汉代。
　　秦汉时期，由于《乐经》亡佚，其余经典合称“五经”，如扬雄就说：“睢《五经》为辩，说天
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
《春秋》。
”已不提《乐经》。
两汉设立的博士也只是五经博士。
但习惯上有时还称“六经”，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开篇说“六经皆史”，这只是泛指，实际只拿
五经来论述。
　　到了西汉，从典籍上来说，先秦典籍传授最广泛和最系统的要算儒家学派所传的五经，经过儒生
的代代相传得以保存。
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孔子授卜商，卜商为之序，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
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苟卿，卿授鲁人毛亨，亨作《诂训传》，授赵国毛苌，时人
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最后形成了《诗毛氏诂训传》，即现在通行的《诗经》。
虽然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记载与此稍有不同，但现存的“五经”正是如此经过代代儒生的口耳相
传，才得以逃过秦朝焚书坑儒的劫难，流传下来，却是事实。
西汉时，这些经典极受推崇。
如汉文帝时期的博士中，伏生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贾谊通《诗》、《书》。
而董仲舒也因熟习《公羊》，被景帝举为博士。
虽然汉初博士以“掌通古今”以备顾问，杂取各家，但读书人因为五经的难得和神圣，以及儒学的影
响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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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罢黜百家博士，专设五经博士，共七家：《书》、《易》、《礼》、《公
羊春秋》各一家，《诗》有齐、鲁、韩三家。
这些博士往往专通一经，且其弟子可以因此做官。
儒经开始独尊，学术与利禄迅速挂钩，不仅使儒学成为官学，而且围绕这些经典形成了很多注疏和经
解，世世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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