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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扬雄是西汉末年一位有多方面杰出贡献的著名学者。
他历经汉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以及莽新诸朝，官至大夫。
一生多著述，在哲学、文学、语言学乃至天文学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对后世影响很大。
    本书从西汉年间的时代背景以及扬雄的生平经历入手，对扬雄的学术传承、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态度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扬雄所传习的实为今文经学，在思想上接近于今文经学中的礼仪派，但在治
学趋向上却保持了民间通儒的特点；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条件下，选择了以求知为主要目标的知识型
人生形态，充分表现出其辩证式人生智慧。
然后，对扬雄的宇宙观、人性论、知识论、政治思想以及教育观、历史观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阐述。
最后，介绍了扬雄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以及天文、语言、音乐等各学科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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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青，浙江海盐人，1963年5月出生，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出版过《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启蒙与呐喊》等著作7部（包括与人合作），发表论文30余篇，
著作曾获第三届江苏省普通高校社科成果二等奖，论文获第二届江苏省普通高校社科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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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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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事迹　第一节　扬雄的家庭出身　第二节　居乡时期的求学与创作　第三节　入京以后的活动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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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雄的骚体赋　第二节　扬雄的大赋　第三节　扬雄的杂赋　第四节　扬雄其他文体的创作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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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著作　第三节　扬雄的音乐著作第八章　扬雄的影响附录　一、扬雄年谱　二、主要参考书目索
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扬雄评传>>

章节摘录

书摘小自耕农的生活平日还可以勤劳勉强瑚口，但他们四周的环境潜伏着许多危机，时时可以促使农
村破产。
首先是天灾。
河流泛滥、霖雨雹灾、旱魃、蝗虫、瘟疫、牛疫，如遇这些灾祸对靠天吃饭的汉代农民是很严重的打
击。
西汉末年与东汉晚期这一类的灾祸尤其多。
    其次是恶劣的政治。
汉代自郡太守以下的地方官吏，对于农民掌握着很大的治理权。
若遇贪官酷吏，便很可以作威作福，歪曲国法，非法地“侵渔百姓”，无告的农民只好坐受剥削。
汉法，在政府有特殊事故的时候，官吏可以向人民征敛，或逼敛车马农具用具等，或征用特殊的劳力
技艺。
这方面常给贪官酷吏以虐民渔利的机会，贿赂勒索是官吏普通的发财之道。
政治的恶劣对人民的打击，有时比天灾还厉害，其结果是农村破产，盗贼蜂起。
    第三是豪族的兼并。
随着贫富的日益分化，土地兼并开始盛行。
当时的种种经济环境都有利于这种土地所有权集中的运动。
自战国以来一般人便认为土地是最实际宝贵的财产形式，再加上汉初多年重农抑商思想的鼓吹，至武
帝时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观念。
大家都以为只有土地是财产，只有增加土地才是增加财产。
汉时工商业虽然发达，但在经济组织尚幼稚而政府又时常统治干涉的时候，工商业往往不会也不能利
用剩余资本，于是有了储积便投资于土地。
各级官吏依其权势地位，发财以后，也都志在购买土地做个地主。
已经是地主的，因为政府田租率之低(三十而税一)和佃农纳租之高(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赢得饱
满的利润。
于是土地兼并之风日盛一日。
到了西汉末年，据有三、四万亩农田的大地主比比皆是，这已成为两汉最尖锐的社会问题。
    P16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扬雄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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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