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系新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帝系新研>>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1915

10位ISBN编号：7301141912

出版时间：2008-09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郭永秉

页数：2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系新研>>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利用了近年来发表的战国时代的楚简材料以及其他出土古文字资料，并结合了传世文献的记
载，对传说时代（本书所说的“传说时代”主要指的是夏代之前）的古帝王系统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
。
 本书将以新出土的楚地战国文献为材料，对战国时代古帝王系统的形成过程进行讨论，由此考察《帝
系》各族同出一源的世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希望可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历史作适当的清理，为“
古典学第二次重建”中的古史传说研究部分做一些基础性的材料整理工作。
笔者同意裘锡圭先生的态度，在古史传说研究中需要很好地继承古史辨派的成果。
因此，本书在史料的批判、甄别上，会大量吸纳古史辨派学者已有的成果；对于他们的不少结论，也
会基于本书的研究，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在方法上，笔者同意古史辨派学者将古史传说作为“传说”的研究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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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永秉，1980年3月生于上海。
2006年12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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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楚竹书记载的尧舜传说考察尧舜在大一统帝王世系中地位的形成第一节 学者根据传世文献
对尧舜传说的相关研究述评一、古史辨派学者的相关研究顾颉刚先生认为，尧舜事迹的发生应该晚于
禹的事迹的发生。
这应该是正确的。
他将《诗》、《书》与《论语》中的古史传说材料整理后认为：《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
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
》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
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的末年才起来的。
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
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顾氏根据《论语》说尧“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说舜“无为而治”，认为“恐怕尧舜在孔子时，原不过是‘若存若亡’的两个古帝”
。
尧舜传说在孔子时代“若存若亡”，恐怕是不一定可信的。
从《帝系新研》下文的讨论来看，战国以后尧舜的传说已经极为流行，学者多据以为宣扬学说的教材
，由此也应该知道这种传说不应该是突然起来的。
顾氏的这种论调和他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有着密切关系。
顾氏在尧舜传说的研究上还有两项比较重要的成果。
一是发表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是发表于上世纪20年代，经30年代和70
年代两次修订的《虞初小说回目考释》。
《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专门探讨了禅让学说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起源，阐述了禅让说为墨子最早提倡
的观点。
顾氏此文专辟《（论语?尧日章>辨伪》一节，认为这一章虽讲尧舜禹禅让，从思想上看是“阴阳家的
说话”，当晚于孟子和邹衍之后；顾氏认为，“古书中最早讲尧、舜禅让的是《墨子》；尧因舜贤把
他从平民中选拔出来，并把天子之位让给他的故事，就是墨子创造出来支持他的尚贤说的；不过墨子
只讲尧、舜禅让，舜、禹禅让等故事是其后发展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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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的初稿是作者提交给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
此次出版，对初稿中的错误和表述欠妥的地方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并增写“《容成氏》所记迥、尧、
舜禅让传说可为‘君长推选制说’的新证”一节。
书名《帝系新研》有两层意思，既可以理解为根据新出土文献研究传说时代的帝系，也可以理解为对
《大戴礼记·帝系》等文献为代表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新研究。
此书的选题和撰写宗旨，是在导师朱维铮先生的帮助下确定的。
没有朱先生的关心教诲，也就没有这本小书。
谨向朱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在搜集材料、撰写和修改论文的过程中，有幸一直得到裘锡圭先生的帮助指导。
裘先生用他日渐衰退的目力，花费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为我审阅、修改论文。
每忆及此，我都深感惭愧。
上面所提到此次出版时增写的一节，主要根据的是裘先生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的启发和指示
，书中此节如有错误，责任亦当由本人承担，谨此说明并向先生致谢。
此书的写成，必须特别感谢沈培老师和陈剑老师的帮助，他们曾第一时间审阅了本书中的部分重要章
节，使我能够避免许多错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对我的帮助，我将永铭于心。
本书在输入古文字字形时，经常使用施谢捷先生制作的简帛释文电子本，特此说明并向施先生表示感
谢。
本书初稿在评审(包括预审)和答辩期间，曾蒙李家浩先生、李零先生、陈伟先生、朱维铮先生、张荣
华先生、邓志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钱杭先生、陈克艰先生、虞万里先生、傅杰先生等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对他们的意见尽量加以吸收，谨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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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系新研》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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