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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董仲舒评传》评传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学术思想
沿革为依托，简述了董仲舒治经著述、出仕践儒、建构封建理论大厦的一生，重点评述了其改铸的新
儒学体系：自然神论的宇宙观，“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变而有常”的天道观，辨物理、发天意的
认识论，“待教而善”的人性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思想，应天改制和应人制
礼的进化历史观，取法于天的王道论，独尊儒学的大一统论，继乱世必须“更化”的改革思想，从而
明确了董仲舒在中国历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董仲舒评传》突破了以往把董仲舒看作一个反动思想家的框框，重新树立了一个封建社会上升时期
勇于改革、治国的进步思想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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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永祥，1937年生于河北束鹿。
现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河北省董仲舒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河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1987年被授予“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人才”称号1992年被国务院评为对社会科学事业做出
“突出贡献”的专家。
著有《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毛泽东社会历史观研究》（著）、《谈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几个经
济规律》（合著）等书以及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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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
 一、西汉前期的社会矛盾
 二、西汉前期的自然科学
 三、西汉前期的儒法道之争与历史的选择
第二章 建构封建理论大厦的一生
 一、生卒与故里
 二、生平事业
 三、著作简况
第三章 自然神论的宇宙观
 一、“天”为元本的宇宙论
 二、“天”的构成和宇宙图式
 三、封建伦常化的“天”
 四、自然神论之“天
第四章 神秘的“天人感应”目的论
 一、自然神论的目的论
 二、神秘的“天人感应”论
 三、“天人感应”目的论的社会意义
第五章 “万世亡弊”和“变而有常”的天道论
 一、“万世亡弊”的一般之道与可变的具体之道
 二、“变而有常”的天道思想
 三、“合”“偶”形态的对立统一思想
第六章 辨物理、发天意的认识论
 一、辨物理、发天意的名论
 二、审得失、著是非的辞指论
 三、“无类类比”和“循名得理”的认识方法
第七章 待教而善的人性论
 一、性待王教而为善
 二、“性三品”说的开山祖
 三、较析与评价
第八章 “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
 一、确立封建人伦关系的“三纲”
 二、作为封建道德原则的“五常”
 三、重义理、轻功利的义利论
第九章 应天改制和应人制礼的进化历史观
 一、新王必应天改制、应人制礼——“三统”、“三道”的进化历史观
 二、承认汤武“革命”的天命靡常论——封建社会的自行调节机制
第十章 取法于天的王道论
 一、王道取法于天
 二、王道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三、治国以积贤为道
第十一章 继乱世必须“更化”的治国思想
 一、汉继秦必须“更化”才可善治
 二、政治上的“大一统”与思想上的“独尊儒术”
 三、其他诸种具体改革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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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和评价
 一、关于董仲舒历史地位的总评价
 二、董仲舒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附录
董仲舒年谱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其他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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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汉初本来崇尚黄老，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何以至武帝时突然改换了门庭，转而“独尊儒
术”呢？
还是在这一节开头所说的那句话：历史选择的结果。
当然，这个选择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儒学自身有一个在用世过程中不断变化以适应封建统治者
需要的过程，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也有一个根据自己的需要寻找和选择适合的意识形态的过程。
当这个双向选择交会之时，便出现了“独尊儒术”这一选择的结果。
董仲舒的儒学恰好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正是这个双向选择的交会之期。
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群雄并起，学术界也百家殊方，其影响较大者不外儒、法、道、墨和阴阳几家。
历史自先秦经秦进入西汉前期，在学术上一尊于法家，二崇尚黄老（道），而儒家却受到冷落。
如从先秦算起，可以说儒家几经磨难，先厄于墨，次厄于法，再厄于黄老，其中最恶者为秦时所遭“
焚”、“坑”之祸，当时儒家六艺岌遭灭绝。
不过，所受磨难越多，适应能力也就越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后来之所以出现儒术独尊的局面，也正是它在逆境中不断改变自己、丰富自己，加强自己的结果。
从孔子创立儒学时起，即提出了以仁德为中心的民本观，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化民。
因此，他虽曾以大贤而被任为鲁国司寇，但其政治主张在当时诸侯割据的条件下很难实行，最后只好
去周游列国，并落得个“累累若丧家之狗”，以悲呼“吾道穷矣”而终。
后来孟子在杨、墨盛行之世，继承和光大了孔子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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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董仲舒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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