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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扬雄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早年以作赋着称，晚年研究哲学。
《汉书》赞扬雄说：“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
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
史篇莫善于《苍颉》，作《训纂》。
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
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虽属模拟之书，亦不失为新的创作。
实际上，他是选定了当时各类著述中居于第一位的著作，作为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
他吸收当时的天文学知识，构造了一个广大悉备的自然哲学系统，确立了中国古代元气论的基本思想
，阐发了阴阳变易的辩证思维，对秦汉以来的易学从理论上作了一次总结。
并对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神仙学说进行了尖锐批评，对诸子之学多所评论。
如此等等，对后汉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到著名思想家桓谭、王充，
科学家张衡的推崇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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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扬雄是西汉末年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
早年以写赋知名，晚年致力于沉思。
在哲学方面，著有《太玄》、《法言》，在当时曾受到桓谭的称赞。
扬雄的学风表现了一定的创造性。
当时经学兴盛，经师讲经，特重“家法”。
扬雄独不守各派经师的家法，不遵照某一家的矩矱，而自己独抒己见，仿照经典的形式进行撰述，模
仿《周易》而著《太玄》，模仿《论语》而著《法言》。
虽然这两部书中独创之见亦不甚多，但是不从事于“解经”，而致力于“拟经”，虽然受到后来经师
的讥评，都不失为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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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万耕，1946年生，河北安平县人。
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9～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获哲学
硕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学术部主任，冯友兰研究会理事，《中国哲学史》
杂志副主编。
其主要学术著作有：《太玄校释》《易学名著博览》《易学源流》《周易与现代文化》《中国哲学教
程》《传统与超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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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扬雄的生平和著作　一、扬雄的生平　二、扬雄的著作及其流传第二章 扬雄思想的自然科学
基础　一、扬雄与浑天说　二、《太玄》与历法及月历第三章 扬雄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太玄》对
《周易》的模仿与阐发　二、扬雄对《老子》及黄老之学的吸收与改造　三、扬雄对孟京卦气说的继
承和发展　四、关于扬雄与《易纬》的关系第四章 扬雄的自然哲学系统　一、《太玄》的世界图式　
二、“玄”及其宇宙形成论　三、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则第五章 扬雄的伦理思想　一、道德观　二
、仁义为道德生活的最高原则　三、论人性和修养方法第六章 扬雄的美学思想　一、扬雄对“美”的
认识　二、论“文”与“质”　三、“丽以则”与“丽以淫”的审美观　四、论审美意象和审美创造
第七章 扬雄的无神论思想　一、论“天”与“命”　二、论“神”与“鬼”　三、论“仙”与“寿”
　四、对世俗迷信的批评第八章 扬雄对人物的品评　一、人分三品　二、对诸子学说的评论　三、对
历史人物的评价第九章 扬雄的政治思想　一、宣裕民而薄赋敛　二、重教化而反峻法　三、明法度而
兼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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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工具书。
然而汉志未及一字，东汉一百九十年中也没有讲扬雄作《方言》的。
《四库全书总目》说：“至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始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
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
及赢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
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间翁孺才有梗概之法。
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
又应劭注《汉书》，亦引扬雄《方言》一条。
是称扬雄作《方言》，实自应劭始。
魏晋以后，诸儒转相沿述，皆无异词。
惟宋洪迈《容斋随笔》，始考证《汉书》，断非雄所作。
⋯⋯皆不足断是书之伪。
惟后汉许慎《说文解字》，多引雄说，而其文皆不见于《方言》。
又慎所注字义，与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标扬雄《方言》字。
知当许慎之时，此书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为雄作。
故马（融）郑（玄）诸儒未称述。
至东汉末，应劭始有是说，魏孙炎注《尔雅》⋯⋯晋杜预注《左传》⋯⋯始递相征引，沿及东晋，郭
璞遂注其书。
后儒称扬雄《方言》，盖由于是。
然应劭序称《方言》九千字，而今乃一万一千九百余字，则字数较原本几溢三千；雄与刘歆往返书，
皆称《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称三五之篇，而隋志、唐志乃并载扬雄《方言》十三卷，与今本同，
则卷数较原本阙其二，均抵牾不合。
考《雄答刘歆书》，称‘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如可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
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书，歆借观而未得，故七略不载，汉志亦不着录。
后或侯芭之流，收集残稿，私相传述，阅时既久，不免辗转附益，如徐铉之增《说文》，故字多于前
。
厥后传其学者，以汉志无《方言》之名，恐滋疑窦，而小学家有别字十三篇，不着撰人名氏，可以假
借影附，证其实出于雄，遂并为一十三卷，以就其敷，故卷减于昔欤。
反复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以应劭序与《雄答刘歆书》相较，劭
序盖出自《答刘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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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扬雄是西汉末年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他熟悉天文历法，反对谶纬神学和神仙迷信，兼综《易》、《老》，融会儒道，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
的、含有丰富辩证思维的自然哲学体系，对桓谭、王充与张衡哲学思想的发展，以及易学文化的进一
步展开，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是一位具有创新意识的思想家。
其模仿《周易》所著的《太玄》，历来号称艰深难读，“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当时就受到了
各种讥讽和诘难。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时过近两千年，扬雄思想及其《太玄》，却越来越受到学人的重视，
爱好者与研究者相继不绝。
倘若扬子云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1992年，本书曾由兰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以繁体字出版，但大陆读者见之者甚少。
近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筹划出版《京师哲学文库》丛书，将此书纳入其中，以简体字印
行。
这是对我学术研究的一种鼓励和鞭策，也将为更多读者了解扬雄其人其书，进一步推动汉代易学与文
化的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此次出版，虽有许多问题仍然值得探讨，亦均未作补充和修改，仅改动了个别错字，以保存学术原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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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扬雄及其太玄》：京师哲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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