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教报应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儒教报应论>>

13位ISBN编号：9787501339938

10位ISBN编号：7501339937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作者：李申 选编

页数：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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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教报应论>>

前言

　　儒教问题正日益引起学界甚至社会各界的关注。
　　儒教问题不是一个学术观点问题，即不是可此可彼、可信可否的问题，因为儒教的存在是一个历
史事实。
而只有认识这个事实，纔有可能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本来面貌
，纔能正确继承和运用这笔遗产。
　　关于儒教问题的争论非一日。
最近二三十来就有两次较大的争论，其风波至今未息。
虽然提出者和赞成者都尽其所能从各个方面试图向读者解释清楚，虽然经过争论能够接受儒教是教说
的学者曰益增多，但是在整理古代资料的过程中，笔者还是发现了以前所未能发现的材料，感觉到有
关论著难以充分释脱百多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性质认定的新传统所带给人们的种种疑惑。
于是也就有了编纂《儒教数据类编》的想法。
让资料，也就是让古人自己来向当代的人们说明和解释吧，说明在他们眼里，　“儒教”是个什么样
的概念，而他们又是如何地在信仰着儒教。
　　就笔者所知，目前在有关宗教和传统文化的许多最基本的问题上，包括专门研究传统文化和宗教
问题的学术界，都有一系列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在被人们广泛地以讹传讹。
比如儒教之教不是宗教之教，而“宗教”这个概念是从国外输入的“外来语”，上帝信仰是基督教的
而中国古代的儒家是不信上帝的。
至于“城隍神是道教的”，“‘圣经’指的是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则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常
识。
这些基本问题不清楚，要认清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本来面貌，是不可能的。
而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这套书里，都会用历史数据的方式，向人们揭示历史的真象
。
而认识传统文化的历史真象，是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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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设计了30个左右的题目，每个题目集中说明一个问题，字数控制在30万字左右。
采用繁体，进行简略的标点（一般只用句、逗和书名号）。
数据一般取自《四库全书》系统，并按《四库全书》顺序编排，某些部分会有些许调整。
根据研究情况和实际需要，加或长或短的研究性说明或导言。
主要供给学术界和爱好传统文化的人们使用。
由于编纂力量有限，每年争取出版二三本或三五本。
下面公布的题目(见附录)，仅仅是初步设想。
随着研究的开展，可能会有变动，但不会有大的本质性的改变。
　　任何研究实际上都是为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而产生的，因而都是一种现实的反映。
本丛书所设计的题目，自然也与当前人们对儒教的认识状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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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申，河南省孟津县人，出生于1946年4月6日。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1969年8月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70年4月在抢救山林火灾时受重伤，立二等功。
1981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于该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导师均为任继愈先生。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儒教研究室主任。
2002年11月，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

　　主要著作有：《中国儒教史》（上下卷）、《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宗教论》（第一、
二卷）、《敦煌坛经合校》、《易图考》、《隋唐三教哲学》等。
曾任《中华大典。
哲学典》（已出版）常务副主编兼儒家分典主编。
现任《中华大典·宗教典》常务副主编兼儒教分典主编、《中华大藏经续编》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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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文忠集·外集》二一）　　欧阳氏之先，出夏禹之苗裔。
自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
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子曰勾践，是为越王。
越王勾践卒，子王鼫与立。
传五世至王无疆，为楚威王所灭。
其诸族子孙，分立于江南海上，受封于楚，为欧阳亭侯。
亭侯在今湖州乌程欧余山之阳，子孙遂以为氏。
汉高灭秦，得无疆七世孙摇，复封为越王，使奉越后，而欧阳亭侯之后，因有仕汉为涿郡太守者。
子孙遂居于北。
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干乘。
居千乘者曰和伯，仕于汉最显，世为博士，以经名家，所谓《欧阳尚书》是也。
其居渤海者，仕于晋最显，曰建，字坚石。
所谓渤海赫赫欧阳坚石是也。
建遇赵王伦之乱，见杀。
兄子质，以其族奔长沙。
由是子孙复居于南。
仕于陈者曰颁，威名着于南海。
颁之孙曰询。
询之子通，仕于唐尤显，皆为名臣。
其世居长沙，犹以渤海为封望。
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
子孙因家焉。
琮八世生万，万为安福县令，生和。
和生雅，雅生效楚。
效生谟托注。
托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于世次为曾祖。
今图所列子孙，皆八祖之后。
　　盖自安福府君以来，遭唐末五代之乱，江南陷于僭伪，欧阳氏遂不显。
然世为庐陵大族，而皇祖府君以儒学知名当世，至今名其所居乡曰儒林云。
及宋兴，天下一统，八祖之子孙稍复出而仕宦。
然自宋三十年，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进士登于科者四人。
后又三十年，某与丽兄之子干曜又登于科，今又殆将三十年矣。
以进士仕者，又纔二人。
盖自八祖以来，传今百年。
或绝或微，分散扶疏，而其达于仕进者，何迟而又少也。
今某获承祖考余休，列官于朝。
叨窃荣宠，过其涯分。
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将老死于无闻。
夫无德而禄，辱也。
适足为身之愧，尚敢以为亲之显哉。
　　呜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见于史。
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无所施焉。
某不幸幼孤，不得备闻祖考之遗德。
然传于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
吾先君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获承其一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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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又尝闻长老言，当黄巢攻破江西州县时，吉州尤被其毒。
欧阳氏率乡人扦贼，赖保全者千余家。
子孙宜有被其阴德者。
顾某不肖，何足以当之。
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今八祖欧阳氏之子孙甚众，苟吾先君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孙者，守而不失，其必有当之者矣。
嘉佑四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孙修谨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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