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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教九流全知道(超值金版)》对“三教九流”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民俗国学”，反映了老百姓的
是非理念。
浓缩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和发展脉络。
无论是对个人层面的修身养性，还是社会层面的治国安邦，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教九流全知道(超值金版)》以豁达恢弘的气度、悲天悯人的情怀，向读者展开一幅中华文明的画
卷；同时以凝练的笔触，着力阐述古代中国文明是如何哺育出中国宗教和哲学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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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彦辉，非典型80后。
生于河北藁城，长于滹沱河畔。
幼时嗜学成瘾，读书良多；及长贪玩，幸得入读河北大学，以传播学硕士毕业。
此后，曾供职于某著名黄金机构，兼职某大专院校教师和某报社撰稿人，现为北京大兴区基层公务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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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通三教九流—— 洞明生存般若智慧第1章 儒教——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千年儒教的命运流变教义、
思想与终极追求仪礼、技艺与朝圣之地开山祖师及历代圣贤流传千年的儒教经典儒教信徒的人格修养
逢乱世衰，当治世兴第2章 佛教——了脱生死的不二法门佛教的创立与向中国的传播佛教的教义、理
念、戒律与礼仪外来佛教的中国本土化之路佛教自度度人的经典小故事佛教经典、众神、名胜与高僧
崇尚与毁禁佛教的历代帝王第3章 道教——得道成仙的乌托邦追根溯源话道教道教发展简史概说道教
的教义、信仰及行为规范道教与道家关系漫谈道教神仙谱系、宗教仪式与道术、道功道教典籍、人物
、名山与仙观第4章 墨家——与儒家抗衡的先秦显学反儒——墨家学说的终极渊源《墨子》——中国
古代小百科十论——墨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知、辩——墨子的哲学建树譬、援、归、止——辩论术《墨
经》——墨家的科技成就墨者——以圣人大禹为榜样止楚攻宋——墨子与公输般的较量善守——墨家
的积极防御战法任侠——锄强扶弱，救人急难第5章 法家——君主专制的思想源头中国法脉——古今
法家流变史法家先驱——从管仲到申不害集大成者——法家巨子韩非子改革实践——勇于打破旧制度
经典览要——历代法家代表作法家困境——艰难的政治改革情、理、法——难之又难的博弈法、势、
术——稳定的闭圈结构秦朝兴亡——成也靠法，败也因法第6章 名家——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胜人之
口——名家成为先秦显学邓析——有案可稽的名家始祖惠施——口若悬河的辩论高手历物十事——关
于“合同异”智士奇书——公孙龙和他的书离坚白——关于“白马非马”第7章 阴阳家——寻求人世
和自然的契合点阴阳“源起”与阴阳家“兴衰”五行——水、火、木、金、土五德终始——天道的运
行规律四时明堂——天子的四时教令邹衍——整之于身，施及黎庶“邹衍吹律”和“驳白马非马”新
地球观——“大小九州”说《月令》——战国阴阳家的杰作第8章 纵横家——游说于各国之间合纵、
连横——出人头地的良机纵横家之祖——通天彻地鬼谷子约为“合纵”——苏秦佩六国相印巧施“连
横”——张仪鼓三寸之舌远交近攻——“天下辩士”范雎礼贤下士——光彩照人的战国四公子逐鹿中
原——秦末汉初的纵横人物智慧武器——务实的长短纵横之术第9章 杂家——兼收并取杂合百家闲话
杂家——博采各家学说之长杂家先驱——秦国宰相吕不韦杂家名人——西汉淮南王刘安《吕氏春秋》
——杂家的治国思路《淮南子》——百家思想的大杂烩德主法辅——融合“德治”与“法治”多欲多
用——综合墨、儒的“义利观”重温经典——《吕氏春秋》里的小寓言学点科学——《淮南子》中的
天文地理第10章 农家——君民共耕的追求者农家起源——神农与后稷的传说许行——“君王亲耕”的
希冀氾胜之——西汉农业技术专家出发点——以民为本，重农抑商天、地、人——农业的三维组合传
承与流变——从农家到农学家农典——从《上农》到《天工开物》第11章 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孙
武与《孙子兵法》司马穰苴与《司马法》吴起与《吴子兵法》孙膑与《孙膑兵法》尉缭与《尉缭子》
范蠡与赵武灵王《六韬》与《三略》文武双全的韩信第12章 医家——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巫医——中
华医家的最初形态古代医生——大夫、郎中、杏林药物疗法——内服外敷药到病除器物疗法——针灸
、拔罐、刮痧古代名医——悬壶济世，妙手回春民间医生——治病救人不拘一格中华医典——传统医
学的百宝箱医药禁忌——宁信其有，勿信其无上医医国——古代医家的人格追求下篇 阅人生百态——
体味尘世酸甜苦辣第1章 文人——货文武艺与帝王家文人理想——学好文化去当官文人气节——留取
丹心照汗青文人之奸——争权敛财胜常人讼师——社会下层文人的出路文字狱——对文人的文化专制
第2章 官员——古代从政者的生活精兵简政——中国古代官员数量官职常识——古代各级官员一览有
张有弛——古代官员作息时间财产公开——从诸葛亮到白居易腹有诗书——古代官员的读书风第3章 
师爷——官员们的“入幕之宾”师爷流变——从诞生到终结无幕不成衙——以专长服务于官员刑名师
爷——大席中的大席钱谷师爷——州县官的财神“荐幕”——师爷行里的潜规则前途何在——师爷的
收入与出路第4章 塾师——古代教育的中坚力量私塾教育——家塾、村塾和义塾族人学校——从《红
楼梦》看家塾有苦有乐——近代名人笔下的私塾识字写字——私塾教育的启蒙活动落魄文人——私塾
先生的主要来源清贫生活——待遇不高但较为稳定第5章 丹青——存形莫善于画无名画者——美大业
之馨香画工作品——密切联系生活画工题记——争取“署名权”画工的种类、业务与报酬画行——画
工的行会组织第6章 武人——“威武不能屈”的勇士古代兵器——天下谁与付吴钩止戈为武——习武
就是“求道”历代名将——刀剑霜寒动九州古代士兵——可怜无定河边骨以武犯禁——匹马秋风胆气
豪280第7章 镖师——押运着货物走南闯北江湖走镖——旧中国的镖行与镖师三会一不——功夫交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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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不能少联手除寇——老北京八大镖局轶事谈判专家——镖师们动口多动手少揭开神秘面纱——走近
现代“镖师”第8章 农人——农业文明的真正创造者耕帝籍田——体味农业生产的艰辛农耕智慧——
肥料、农具、耕作法开心农谚——口耳相传的农业秘诀租地生涯——对剥削的容忍与反抗农村民俗—
—纯朴与迷信相互融合第9章 商贾——搞活商品市场的催化剂商业起源——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易商人
分野——相当复杂的社会群体商界风云——著名商帮与商贾名流生财有道——旧时经商禁忌与原则夹
缝求生——招商引资与重农抑商第10章 药铺——许仙和白娘子看好的行当药铺由来——从医药分家开
始药铺规模——大小不一利十倍明清以来几个著名的大药铺第11章 当铺——风平浪静的产权转移典当
行——要想富，开当铺当铺规矩——高利息低放款种种黑幕——骗人与被欺骗第12章 优伶——予人欢
笑，自饮苦酒巫觋事神——优伶的产生与发展严师高徒——十年如一日勤学艺梨园瓦肆——学艺与演
出的地方历代名伶——智慧、技艺、无奈悲喜人生——观赏、奴役、欺凌第13章 风水——藏风聚气为
哪般由来——风水先生是社会的产物奥秘——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皇陵——护佑子孙在人间的权力
业务——风水先生都在干些什么工具——罗盘、六壬盘、寻龙尺无稽之谈——历代不信风水的人第14
章 算命——中国最古老的行当之一神乎其神——算命先生的故弄玄虚观面识人——秦汉时期的看相算
命算“八字”——高人名士不能免俗谈命问相——《金瓶梅》中的算命测字风行——看相算命更加世
俗化求签——最最简单易行的算命术第15章 厨师——治大国若烹小鲜彭祖——中国首位专业厨师兴旺
发达的汉代饮食业各有所专——厨师分工的细化食不厌精——扬州名厨甲天下刀工与配料——厨师的
两大基本功社会地位——官厨、民厨各不同第16章 媒人——地上无媒不成婚无媒不交——严男女之大
防演变历史——从居间人到媒人媒人别称——红娘、冰人、月老官媒私媒——说门好亲，穿身好新巧
牵红线——说媒的技巧和原则第17章 丫鬟——委身权贵富豪家婢女——失却人身不自由女仆——粉面
油头青布衫生活——衣食堪忧常受辱婚姻——人生大事难自主更名——丫鬟新名蕴深意第18章 娼妓—
—青春流逝在勾栏院娼妓流变——从诞生到被净化花街柳巷——吃人不吐骨头饱受摧残——繁华背后
是荒芜嫖妓规矩——武陵少年争缠头古代名妓——十年一觉扬州梦第19章 乞丐——生存边缘的自我救
赎赤脚褴褛行——乞丐分类与行乞规矩博取同情——乞丐行头和行乞手法流氓化——那些披着丐皮的
“狼”丐帮兴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名丐风流——出身乞丐行的大人物第20章 宦官——五味杂陈
的悲剧人生被阉割——皇帝“家天下”的牺牲品宦官职责——鞍前马后效劳内宫日常生活——工作闲
暇的私人世界畸形心理——人格及行为上的变态第21章 赌博——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赌博之始——上
古占卜的孪生兄弟赌博类型——多花样的赌戏与赌场十赌九骗——千奇百怪的赌中骗术孤注一掷——
导演自己的人生悲剧诱人犯罪——赌博之害与历代禁赌第22章 帮会——草莽江湖，风起云涌反清复明
——帮会起源与组织结构拉帮结伙——开山仪式和入帮程序组织维系——宗旨、伦理观、帮规发不义
财——走私、聚赌、卖人口双重角色——祸害百姓与推动革命第23章 恶棍——为祸人间的社会渣滓地
痞——本乡本土的大灾星流氓——东混西混的闲散人骗子——以假话、假象蒙人窃贼——做梁上君子
好多年绑匪——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强盗——暴力侵夺他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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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通三教九流——洞明生存般若智慧本篇是思想篇、理论篇，重在以简练的笔墨，深入浅出地阐明
儒、释、道三教，以及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兵、医九大思想、学术流派的思想精髓。
这些思想，既体现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蕴涵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层次思考，又饱含着高尚的社会人
文情怀；既有出世的洒脱淡泊，又有入世的脚踏实地；既有普度众生的博爱之心，又有治国为民的高
瞻远瞩。
总之，其中满贮着的，是生命的大智慧。
第1章儒教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儒教站在人生之内，逆觉体证宇宙万物的本源，追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审视人的命运、生存的意义，以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
儒教圣人学说，千言万语，无不是为了将人教化成具有爱的情感，明人伦、守秩序，达到道德自觉的
君子。
千年儒教的命运流变秦汉之前，儒家非教，只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思想流派。
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一跃登顶，由“家”入“教”。
作为封建“宗教”，其“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教义一直钳制着人们的思想，以致近代有
识之士要“打倒孔家店”。
作为思想学说，儒学这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六种历史形态，即子学、经学、理学、心学、气学、新学等
。
儒教——是不是宗教儒，最早是举行仪式或祭祀时的司仪，后泛化为知识分子的通称。
《说文解字》中说：儒者，柔也，术士之称。
《汉书》中说：有道术者皆为儒。
《法言》中说：通天地人曰儒。
《论衡》中则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是“师者”。
孔子首倡私学，其学生子夏、子游、曾参等皆为名师。
因此，“儒”便逐渐成了孔门弟子的专称。
另外，关于“儒”，孔子还曾告诫弟子，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
“君子儒”与“小人儒”儒有君子小人之别。
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
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
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
世人对此一直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儒教没有受到崇拜的人格神，没有“天国”或“极乐净土”，也没有超脱凡俗的出世思想
，因而不是宗教。
其实，出于下列原因，也可将其视为宗教。
第一，有专门的祭祀场所。
孔子死后，其故宅率先成为祭祀场所。
在孔子逐渐被神化后，供奉他的“文庙”也日渐增多，20世纪初达到两千余座。
而且，古代学童入私塾就读，每天上下学都要向孔子牌位磕头敬礼。
第二，有自己的教义。
儒教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当成宗教来信仰，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观念融为一体，信奉“天地
君亲师”，而“四书”“五经”就是儒教的“经书”。
第三，有自己的宗教仪礼。
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一套祭祀的礼规仪式。
两千年来，人们逐渐在祭孔大典中加入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仪式日臻完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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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儒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
一者，它神秘成分少，无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
二者，道教有三清、四御、天仙、地仙、散仙等；佛教有佛、菩萨、罗汉、天神等；孔庙中虽有“四
配”“十二哲”等，但更像纪念堂，没有神仙派系。
三者，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都有专门神职人员，且世人入教有定规、定仪，佛教、道教更有
“出家”“在家”之分，而儒教则无专门的神职人员，信徒入教也无固定的仪式。
把“俗人”变成“僧侣”儒教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取佛、道的宗教思想和修
养方法，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侣，使宗教生活、僧侣主义、禁欲
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渗透到每一个家庭。
——《宗教辞典》儒教到底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学派，还是世俗意义上的特殊宗教，难下定论。
但不管怎样，儒学的观念主张，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土壤中，世代炎黄子孙无不深
受熏陶和影响。
以此说来，儒家究竟是“学”还是“教”，似乎已不重要了。
周礼——儒学的先声提起儒教，人们便会想到孔子，但实际上，“周公制礼”才是儒学的先声。
周公姬旦，儒教之“元圣”，孔子之偶像。
孔子晚年曾叹道：“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周公对孔子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当摄政王。
后来，他平定了“三监”叛乱，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之后，他便在夏礼和商礼的基础上，以“亲亲”和“尊尊”为指导思想，综合本族的风俗习惯，制礼
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
周公吐哺周公曾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亦不贱矣。
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沐浴未毕，用餐未完，便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可谓求贤若渴。
所以，曹操才叹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制礼，内容广泛，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礼仪制度；小到个
人日常行为规范，如婚礼、丧礼、成人礼、祭祀等，无所不包。
根据周礼，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为大宗，其叔伯、兄弟则为小宗，此为“宗法制”。
天子之下为诸侯，诸侯又分爵、分等，此为分封制。
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组成一套系统、严格的礼仪制度。
另外，商周两代非常重视祭祀与征伐，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
祭祀有隆重的仪式，出征、会盟、饮宴、婚嫁、丧葬等，都有不同的仪式或乐舞。
总之，周朝执政者试图使周朝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人们生活及思想，都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
为准则。
此后两千多年，虽朝代屡更，但西周时所确定的各种礼制多得以传承。
如办丧事时禁止谈笑，邻居有丧事时不许在街巷唱歌，听音乐的时候不要唉声叹气等。
其婚姻制度中的“六礼”和“七出三不去”，更是中国聘娶婚的源头，影响至今。
“六礼”和“七出三不去”六礼，西周礼制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条件。
即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六大程序来完成。
七出是解除婚姻的具体条件。
一是无子，二是淫，三是不顺父母，四是口多言，五是盗窃，六是妒忌，七是恶疾。
三不去是对七出的限制。
一是有所取无所归，即妻子家族散亡的不可休。
二是与更三年丧，即曾为公婆服丧三年的不能休。
三是前贫贱后富贵，即娶妻时贫贱，后来富贵的不可休。
古时决定婚姻的缔结与解除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才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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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走”，才会有《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陆游的妻子唐婉的离婚悲剧。
周公不仅以自身的品格和能力为儒家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范，而且他所制的“周礼”也为儒教文化提
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儒教的源头就在周公。
西周初年的礼乐制度和典籍文物资料，多保存在《周礼》和《尚书》中。
子学——儒学的创始子学，这里指“诸子之学”中的儒学。
春秋战国时，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孔子是最早鸣起的巨子。
通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广泛传布，儒家成为显学。
春秋时期，孔子施教，讲授德行、政事、言语和文学。
其中，德行居首，其核心为“仁”。
将德行排于政事之前，表明孔子已有内圣重于外王、德行重于政事之意。
德行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从和践履，仁德修养是践礼和政事的基础，是诗、书、礼、乐的灵魂和根本
。
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在他看来，仁虽为一种内心修养，却必须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于人事上磨炼和体现。
孔门三戒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这就是孔子给出的人生修养要诀：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贪。
战国时代，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
儒者孟轲愤然而起，祖述尧舜，宗师仲尼，滔滔雄辩，摧折百家，迎来了儒学的再次高潮，人称孟子
。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为仁由己”“与命与仁”的思想，大肆宣扬“修己以俟命”。
修己，即力求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义，至于效果如何、结果怎样，一盖听凭天命。
也就是说，只管我能主动管的这一头，我管不了的那一头，不妨洒脱对待。
孟子还完善了孔子“知天命”的思想，提出通过命运发展的内在规律──天数循环，来认知命运的新
学说。
另外，他对自己的才识十分自信，曾言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浩然之气孟子善养“浩然之气”。
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可见，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极为浩大、刚强。
它是正义和道德积累的结果，是不能靠伪善、伪义、伪德来获取的。
战国末年，养士风起，稷下尤盛。
荀况应时而出，三为祭酒，后为老师，洋洋洒洒，气盖群伦，使儒家学说又现辉煌，人称荀子。
荀子是先秦儒家中的一位理性主义大师，他对命运问题，对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有着
深刻的思考。
对于命运，他提出“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即强调“命运”与事物发展的时间、阶段的相关性。
他还从唯物主义天道观出发，提倡以人力制服自然，做命运的主人。
化性起伪荀子曾说，圣人化性而起伪，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在他看来，人性本恶，生而好利、纵欲，亟须后天文明的熏陶、感化。
借助礼仪、法度和艺术等的“化性”，对人进行塑造，使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即是“化性起伪”
。
“伪”，指后天的人为教化。
孔子讲仁爱，是要求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做“会说话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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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讲仁政，是要求用人学的观点治理国家，反对统治者的兽性膨胀。
荀子讲礼法，是从人性的弱点出发隐恶扬善，谋求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总之，子学是奴隶解放时代人性觉醒的反映。
经学——儒学的突起春秋末年，孔子编撰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
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形成了六经。
此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存世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奉为最高经典。
五经内容艰深、不易理解，却包含着宇宙秩序、国家管理、道德规范、日常生活的准则，所以研究经
书便成为士子的必修课，经学由此诞生。
经学研究以注疏为主。
“注”就是解释经文，“疏”则是对一些过于简要或年代久远的注加以解释。
此外，如“考证”“集解”“正义”等，都是对于经书一字一句的详加研究，以期通过剖析、消融、
说明经书，来解放思想、释放智慧。
注经之法有二：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注我固注我，我注亦注我；我不注六经，六经何注我！
一人解释六经，有一人之儒学，一朝人解释六经，有一朝人之儒学；历代人解释六经，乃有历代之儒
学。
一部儒学史，就是历代儒者不断地解释六经的历史。
孔壁遗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儒典几近绝迹。
好在“竹简不随秦火冷”，汉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建王府，拆孔子旧宅，从其夹壁中发现多种蝌蚪文
古经书，有《尚书》《论语》《孝经》等。
孔壁遗经延续了中国文化的道统，正是“天全鲁壁藏，不堕秦火虐”。
汉朝是经学的黄金时代，朝野内外诵经成风，《汉书》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
汉朝“以经义决狱”，是其治国为政的一大特色，也是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
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及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将经学思想植根于普通民众中。
汉初一些年长儒者，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出已遭焚毁的经书，或把秦时冒险藏匿的典籍重新拿出，这些
经书均以秦、汉通行的隶书写就，称为今文经。
后来发现的孔壁遗经，以及众多得自民间的古典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引发谶纬之学泛滥。
古文经学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较为简明，也较为理性，与谶纬瓜葛较少。
于是，今、古两派就开始互相争斗。
秘经秘经，即纬书，是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依据，附会儒家经义而衍生出的书种。
它多以隐语形式，预言吉凶祸福、治乱兴衰，昭示上天旨意，推动了经学的神学化。
南北朝以后，纬书受到查禁，仅有少量残篇存于《古微书》《七纬》等书中。
汉末，今、古文经学合流。
唐初，南北经学统一。
宋代理学兴起，“经学变古”。
到了清代，大儒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
近代学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经学走向衰亡。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1773部20427卷。
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理学——儒学的完善韩愈话道统，周子说太极，张载道气化，程子明天理。
南宋有朱熹，平生注四书；综罗百千代，理学始大成。
万物皆有理，理物皆有道。
理学以道理物，又称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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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独尊儒术，儒教初具雏形，但其某些宗教特征尚待完善。
后世儒者以封建伦理为中心，逐渐吸取佛教、道教的修行方法，创立了宋明理学，完善了其宗教特征
。
儒教信奉“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已初具理学雏形。
《宋史》说他：“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
者，了若指掌。
”其弟子程颢、程颐，则最终将理学理论化。
二程视“理”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
最高准则。
程颢的“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酷似佛教禅修法，程颐则大肆宣扬宗教禁欲主义。
正心诚意理学要义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在于“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不仅对小民，也对达官贵人，甚至要求皇帝也要“正心诚意”。
据说，程颐凡赴宴只要得知宴会上有歌伎，他便会看也不看一眼就拂袖而去。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学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成熟
。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尊称他为“朱子”。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为历代统治者尊崇，并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
“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们全力以赴的修养目标。
其所谓“天理”，无非是“三纲”“五常”等伦理教条。
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更偏重于封建道德、宗法制度、伦理纲常，带有鲜明的宗教性质。
儒教虽无入教仪式，但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大量的信徒，不仅读书人，连渔人、樵夫、农民都逃
不脱儒教的无形控制。
世上无如人欲险胡铨因弹劾秦桧被贬海外十余年，北归之日，饮酒题诗：“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
颊生微涡。
”以此来形容侍妾黎倩的一笑之美。
朱熹就此认为其修养不够，并特地作诗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
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可以说，儒教发展到宋明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整个社会的宗教。
它虽然缺少其他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本质属性。
例如，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自我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等宗教属性，
儒教全都具备了。
明朝以后，理学成为八股取士的主要内容。
后来，王阳明的“心学”一度昌明海内，理学逐渐失去人心。
清廷入关后，为巩固统治，禁锢人心，重新推崇理学。
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新学渐盛，理学遂江河日下。
心学——儒学的变异心学，全称“陆王心学”，是由陆九渊、王阳明等发展出来的儒学一脉。
心学最早可推溯至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并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
明代王阳明则首创“心学”概念，提出心学的宗旨是“致良知”，至此心学有了清晰而独立的脉络。
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常常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
派”（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客观唯心主义）。
宋代大儒陆九渊认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倡导“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往古来今，概莫能外”。
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六经注我《陆九渊集》中记载：“或问先生：何不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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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曰：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
”对此，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解释说：“《书》者，先生之政事；《诗》者，先生之咏歌；《礼》者，
先生之节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变易。
”六经，天下人的六经，每个人的六经！
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开创“阳明心学”，又称“王学”。
王阳明强调，“心即是理”，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从自己内心即可求得。
他的思想被弟子们继承，并以“讲会”的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
其中，泰州学派更是将其学说推向极致，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皆可为尧舜”，即
使不读书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心外无物先生游南镇。
一友指岩中花枝问曰：“天下无心外物。
如此花枝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阳明《传习录》阳明心学“心即理”的观念，也影响了世人对“人欲”的主张和看法。
由于“心即理”，“人欲”便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与“天理”是对立的，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
受的。
这对明朝晚期的“人性复归”和“个性解放”等进步思想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人心本无善恶，是“意”，让人有了善恶之分。
心存善恶之念，一点一点地去做，就能为善去恶。
后两句说白了就是知和行的关系，不但要知也要去行。
气学——儒学的转折气学，宋明儒学的主要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以张载、罗钦顺、王夫之等
为代表。
张载是北宋大儒，他提出了以“气”为核心的宇宙结构说。
张载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看得见的万物，一部分是看不见的，而这两部分都是由
“气”组成的。
“气”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凝聚，一种是消散。
消散也不是消失得没有此物，只不过是人们的肉眼看不到而已。
他用“太虚”表示“气”的消散状态，这是本来的原始状态，“气”是“太虚”与万物的合称。
张载说：“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
”罗钦顺是明代大儒，他建立了唯物主义理气学说，主张“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
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
而立，附于气以行也”，反对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他批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倾向，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
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
他又用“氤氲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
“气学”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文本，首推张载的《西铭》。
这篇铭文虽仅有200多字，却为人们构筑了一个共有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并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
建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境界。
《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且传诵不绝，并且其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在今天
仍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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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
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
违曰悖德，害仁曰贼。
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
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
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
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
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
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
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
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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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教九流全知道(超值金版)》以豁达恢弘的气度、悲天悯人的情怀，向读者展开一幅中华文明的画
卷；同时以凝练的笔触，着力阐述古代中国文明是如何哺育出中国宗教和哲学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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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华文化中最精髓的“蜂王浆”，我们称之为“国学”二我们常说的两个词，一个叫“诸子百家”，
一个叫“三教九流”，所指的内容都是国学⋯⋯据统计，我们日常使用的大量典故都出自”三教九流
”，我们成语量的十分之一以上也出自“三教九流”：所以说，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非常重大
的，更不用说它对我们思想方法的影响了。
 ——国家一级作家、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雷铎 “三教九流”这个题目，不是好说的，也不是随便什
么人都能说的，更不是什么人都能说得好的做文先做人。
 ——资深记者、著名女作家、光明日报社《文荟》副刊主编 韩小蕙 出现在我笔下的名人，分布在政
界、学界、商界、军界、宗教界、新闻界等，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在我看来，无论是政治领袖
还是江湖大哥，无论是学术精英还是商界翘楚，都不过是一个人此生扮演的社会角色而已，他们究竟
应该归入上九流、中九流，还是下九流，无关乎职业的不同，而取决于人品的高下。
 ——香港《明报》前主笔、国学大师南怀瑾关门弟子 魏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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