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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尚书》，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文献，经典中的经典。
自孔子编出“第一版”之后，就一直流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孔子以《尚书》为教材培养了三干弟子。
从汉代开始，它就作为居于权威地位的教科书备受推崇，数千年间，一直充当着塑造中国心灵、中国
固有文化的核心经典。

　　《尚书》上起传说中的尧帝，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反映了这个时期若干代表性君臣的代表性
言论，偶尔也记录了他们的一些行迹。
君臣们的言行虽然指涉甚广，内容宏富，但几乎都聚焦于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政治——政之道与
治之术。

　　《尚书》各篇反复论述的政治关系，其实就是风与草的关系：君主为政之德若风，小民从化之德
如草，加草以风，无不倒伏；仿佛化民以德，无不追随。
因此，“风与草”，实为“君与民”的隐喻。

　　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在那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园，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初
生时期的黑白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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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喻中，重庆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哲学与思想史。
著有《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等多部著作。
在内地、香港、海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思想随笔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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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虞书
　《尧典》——东方文明的“创世记”
　《舜典》——舜的政治生涯
　《大禹谟》——禅让的背后
　《皋陶谟》——尧舜时代的思想导师
　《益稷》——政治中的服饰与音乐
夏书
　《禹贡》——天下体系的形成
　《甘誓》——禅让制的终结
　《五子之歌》——最早的盛世危言
　《胤征》——枪杆子与刀把子
商书
　《汤誓》——革命的理由
　《仲虺之诰》——舆论控制与危机处理
　《汤诰》——德性政治与暴力政治
　《伊训》——思想导师与政治领袖
　《太甲》——能否驯服君主
　《咸有一德》——信念的力量
　《盘庚》——君主是政治的发动机
　《说命》——贤相造就圣君
　《高宗肜日》——国家与祭祀
　《西伯戡黎》——漂移的天命
　《微子》——政治败亡的路线图
周书
　《泰誓》——政治法律化的成功尝试
　《牧誓》——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
　《武成》——安邦定国的总章程
　《洪范》——占卜是一种统治技术
　《旅獒》——谁在宣扬“以德服人”
　《金滕》——被误解的周公
　《大诰》——政治动员的艺术
　《微子之命》——贵族精神与贵族气象
　《康诰》——德与罚的纠缠
　《酒诰》——政治生活中的理性与激情
　《梓材》——政权的伦理基础
　《召诰》——德的三张面孔
　《洛诰》——教父政治
　《多士》——决战岂止在战场
　《无逸》——模范君主的肖像
　《君爽》——圣君贤臣的诱惑
　《蔡仲之命》——恩惠政治
　《多方》——政治莲花寄生的那片淤泥
　《立政》——天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
　《周官》——西周政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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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陈》——风与草的隐喻
　《顾命》——政治就像戏剧
　《康王之诰》——旭日初生时
　《毕命》——政治的核心技术
　《君牙》——教化之治与法典之治
　《同命》——臣仆不能承受之重
　《吕刑》——周穆王的法治理念
　《文侯之命》——西周末年的五大矛盾
　《费誓》——方伯体制的利弊
　《秦誓》——为政在人的困境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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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禹回应道：“对于大臣，要善于使用，要善于分辨。
要依据他们的言论接纳他们，依据他们的业绩考核他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物质上的酬劳。
”禹还说：“丹朱就很糟糕，既傲慢又懒惰，因此不能继承帝位。
我则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到治水大业中。
现在，各方面都很配合。
只有三苗顽抗，不愿接受分配的任务。
您可要考虑这件事。
”舜说：“要宣传我们的德教，你安排的任务，三苗应当顺从。
如果他们实在要违抗命令，可以请皋陶依法处置。
”舜说完之后，在乐官夔的安排下，音乐响起，祖先的灵魂依次降临，各地诸侯登上庙堂，相互揖让
致意，堂上的君臣或歌或舞，相互唱和。
舜作歌祝愿“大臣欢悦，君主奋发，万事兴旺”。
皋陶作歌祝愿“君主贤良，大臣贤良，万事兴旺”。
以禹、舜之间的政治讨论开始，以君臣之间的歌舞唱和结束，这就是《益稷》的主要内容。
通过他们之间的反复讨论，可以发现，禹主要是一个实践家，所承担的职责类似于后代的宰相。
他奔赴四方治理水患，沿途安抚四方民众，致力于公共事业，使天下得到治理，功绩非常突出。
在君臣关系这个政治主题上，禹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点：首先，君主要选用正直的人作为助手；其次，君主要善于发挥大臣的作用；
再次，君主要注意对大臣的考核与酬劳。
这几点，尤其是第三点，体现了君臣关系的制度化趋势，因而具有一定的制度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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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册名副其实的读“书”笔记，现在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先应当感谢出版社编
辑白丽丽女士的大力支持与精心策划。
她的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让我再次领略了“北京大学”这块金字招牌的含金量。
    把本书做成插图本，也是白丽丽女士的建议。
为了给本书配上合适的插图，我请西南大学图书馆的邱竹先生帮我找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
书刊行的《钦定书经图说》，并从中复制了部分图片。
本书中的插图，主要出自这部古籍。
为此，我要特别感谢邱竹先生的热情帮助。
当然，也要感谢光绪年间那些不知名的江南画师，是他们把尚书中的象形文字变成了您现在看到的精
美插图。
    做成插图本，当然是希望图文并茂。
但我不敢奢求这样的境界。
不是对江南画师们的图没有信心，而是对自己的文没有太大的信心。
望“图”兴叹之余，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我的文没有过分地糟蹋这些古朴典雅的图；如果这样的希
望也不能实现，那就再退一步，把我的文字看做这些插图的注释吧。
    喻中    2011年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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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风与草》从形式到内容均颇具房龙作品的风格：文思敏捷、见解独到、言辞优美、机智风趣，但与
房龙自负但简拙的业余画笔不同，本书选取了光绪年间绘制的精美插图，文图并茂，相得益彰，因而
取了房龙的趣韵，又少了房龙的粗疏，实在是阅读的乐事。
——《信息时报》喻中教授对《尚书》的认识，让我们体会到了《风与草》的思想价值。
“君主为政之德若风，小民从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风，无不倒伏；仿佛化民以德，无不追随。
”作者关于风与草的解读，给了读者深刻的启示。
——《广州日报》《尚书》者，上古之书。
作为国粹之首，大凡敢言“读”者，必言之凿凿，非经注史学之大家莫属。
汉有孔安国，著有《古文尚书传》；唐有孔颖达，著有《尚书正义》，皆为经学之大家。
现代以来，再作注者寥寥，其他专业人士更是几乎不敢越雷池。
此番景象，正应验哲言，当你打开一扇门的时候，也就关闭了另一扇门。
《尚书》的其他专业解读之门的洞开一直是期待中的事，作为一种尝试，喻氏之《风与草》恰似填补
了这一空白。
且勿论作为世俗之学的“法学”之眼看“尚书”，将会如何给我们打开一个何等宏大的宽幕社会图景
，也勿论法理如何引人入胜、丝丝入扣地解构当年的思想变迁与政治嬗变，就学术研究视角而言，仅
凭敢为人先的勇者风范，也值得佳谕。
——《南方都市报》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与草>>

编辑推荐

《风与草:喻中读》编辑推荐：《尚书》，孔子以来的历代核心教科书，两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研读不倦
的经典，四川大学喻中教授为我们解读《尚书》中，自尧舜禹时代传承的中国社会文化基因：为什么
官员要先有道德？
为什么政治需要表演？
为什么君主为风，民众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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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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