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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儒学史:两汉卷》是由多位学者合力撰写的，在学术思想上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可能是很
不一致，如何办？
我认为，或许不一致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留下继续讨论、更加深入研究的余地。
我们只要求史料有根有据，论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表达清楚明白，并有自己的创新见解，这
样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中国儒学史》虽是一部书，但仍应可体现“百家争鸣”的精神。
当然，在写作的“体例”上，我们希望能尽可能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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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中作为汉初黄老学之集成的《淮南子》，就渗透了很多归属于儒家思想的观点。
尤其是作为《淮南子》终结的《泰族训》，更是明显表现出化道家归于儒学的立场。
或有学者认为《泰族训》乃是后来儒家学者所附加，因此不能代表《淮南子》的一贯立场。
但是我们从《淮南子》其他篇章中，同样可以发现众多对于五经、三传言辞的引用和对儒家学统的认
同。
《修务训》中对于传统的无为观念解说道：“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人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
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
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
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
”此处所体现出的无为思想，已经不同于老庄的自然无为，而是吸收礼法制度而改造过的黄老无为之
术，因此同儒家的治术暗合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泰族训》最终的结论是：“故仁义者治之本也。
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
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
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冕而忘其头足也。
故仁义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履。
”它指出黄老刑名所侧重的法制仅仅是解决了社会的表面性问题，而只有儒学的仁义之治能够从根本
上解决社会的基础问题。
如果在没有完善仁义建设的时候就着力于法制，反而使社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主术训》中提到：“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
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
治国上使不得与焉。
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
”其中对于仁义善行的推重，显然不同于先秦时代道家对于仁义、善行的批判与讽刺，这一转变不能
不说是受到来自汉初儒家的影响。
如果说战国末期和汉朝初年的黄老更加倾向于刑名法术的话，那么经过汉初同儒学的碰撞，从《淮南
子》开始已经开始吸收儒学的内容来调和刑名法制和无为之术与仁义德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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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儒学史:两汉卷》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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