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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汉之际社会与文学》探讨西汉、莽新、东汉初大约一百年的思想、学术演变及其与文学的关
系等问题，揭示出两汉之际政治、社会思潮、经学思想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以“彰显学术价值，打造精品图书”为目标，通过对书稿选题的严格把关，着力体现学术研究的
独创性和科学性；本书内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并且注重理论探索的深度和锐度。
由此决定了其与时代的密切关联，也决定了其对作者和读者的独特影响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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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敖雪岗，男，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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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为君设除大舍 相及为九卿 日与日 我危得之 遭命 一统类 匡衡说《诗》解人颐 各以法时律令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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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土贡 未合于当时，有阙于后世 卫将军护军都尉 南郡 心附楼船 将率不能前 少帝恒山 上官安 下人 恐
失人理 四月己亥日蚀东井 外家宗族强上 宠送以轻车介士 割断历久 敕尽伯禽之赐 传予黄帝金策书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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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仁、孝二者的比较西汉成帝时已有了。
“其夏，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策日：‘天地之道何贵？
王者之法何如？
六经之义何上？
人之行何先？
取人之术何以？
当世之治何务？
各以经对’。
”杜钦答日：“王者法天地，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克己就义，恕以及人，六经之所上也。
不孝，则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战陈无勇，朋友不信。
孔子日：‘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人行之所先也。
”杜钦回答成帝问策，以仁义为六经所本，孝为人行所先。
此时二者并无先后之别，后世仁、孝谁先谁后的讨论，固然与学术发展的精细化有关，亦与后世个体
自觉意识增强有关，盖仁者偏重朝廷政治与外在事功，孝偏重个人的品行修行，遂有事功之仁与个人
修行之孝谁先谁后的争论。
 东汉对孝越来越强调，延笃《仁孝论》日：“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
事亲，仁施品物。
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
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
然物有由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
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二，始于萌芽，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
纷缛，木虽繁蔚，致之者根也。
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
圣人知之，故日，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
仁之本与。
”仁以立功施惠为大，孝以修养事亲为本，延笃以为孝比仁更重要，孝如同人的心与草木之本根，仁
则不过为人的耳目手足与草木的枝叶之类，仁、孝二者孰轻孰重是很明显的。
 在实际生活中，东汉以来对孝也是越来越重视，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比如臣子为君父守丧的问题。
文帝遗诏以日易月，其后大臣遂以为常，守丧三年的古礼并未得到贯彻。
何焯曰：“汉制之失，莫大于仕者不为父母行服三年，大礼于是焉废。
其予宁者，不过自卒至葬后三十六日而已。
”西汉末年以来要求行三年丧的呼声渐起。
哀帝绥和二年，诏日：“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
”又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
王莽时也有类似诏书：“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
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
”王莽行事一切以复古为标的，对三年丧的最终施行起到了推动作用。
至安帝元初三年，“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以后虽有反复，行三年丧的规定却是趋向于严
格执行了。
这种对孝的越来越重视是儒学从整体上对汉人日常生活控制得越来越严密的表证，也是延笃诸人孝高
于仁观点的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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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汉之际社会与文学》探讨西汉、莽新、东汉初大约一百年的思想、学术演变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等
问题，揭示出两汉之际政治、社会思潮、经学思想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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