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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术与王道：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模式的嬗变：从混合走向分解、
“严刑峻法”与社会结构的错位、“水德”“法教”与汉承秦制、“休养生息”与“萧规曹随”、黄
老之学与汉初政治、旧问题与新矛盾、先秦儒家的政治情怀、涌动的潜流——汉初的“儒术”、汉家
向何处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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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栗玉仕，男，辽宁本溪人。
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师从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许启贤教授、宋希仁教授、王伟教授、焦国成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祟博士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李扬研究员。
曾任教于清华大学。
发表哲学、经济（金融）学论著多篇。

　　作为控股公司管理专家和公司金融专家，展业于投融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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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伦理与政治之间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汉代意识形态定位
一 前车之鉴：刑杀亡国与汉承秦制的实质
（一）政治模式的嬗变：从混合走向分解
（二）“严刑峻法”与社会结构的错位
（三）“水德”“法教”与汉承秦制
二 无为选择：休养生息与黄老之学
（一）“休养生息” 与“萧规曹随”
（二）黄老之学与汉初政治
（三）旧问题与新矛盾
三 奇异的悖论：儒学的历史命运
（一）先秦儒家的政治情怀
（二）涌动的潜流——汉初的“儒术”
（三）汉家向何处去
第二章 董仲舒新儒学的实质、结构和功能
一 多元互补综合创新
（一）董学的思想来源
（二）“天人三策” 与董学的理论品格
（三）董学的实质和核心
二 本立而道生：董学的逻辑结构
（一）“天学”——伦理政治的形上之本
（二）君权的张力及其界限
（三）伦理社会化与社会伦理化
三 创造新秩序：董学的社会功能
（一）整合与重建
（二）调控与复制
（三）主弦、和声与 “文化中国”
第三章 永恒的理念：大一统政治的伦理架构
一 《公羊春秋》的基本精神
（一）政治的“大一统”
（二）“三统”、“三正” 与 “三世”
（三）“新王改制” 与 “救文以质”
二 “三纲”“五常”的伦理架构
（一）“三纲”——伦理向政治过渡
（二）“五常”——道德向伦理复归
（三）纲常秩序的政治意蕴
三 王道政治的伦理目标
（一）以国为家——伦理目标的现实性
（二）中正和谐——伦理目标的价值取向
（三）太平之道——伦理目标的理想性
第四章 立国的原则：仁义之道与德主刑辅
第五章 治国的方策：伦理政治的现实运作
结束语：解构与创生
主要参考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术与王道>>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术与王道>>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旧问题与新矛盾 黄老之学与休养生息的低调政策相结合，确实缓解了社会矛盾的紧
张和冲突。
从表面看，一切都似乎息事宁人、平平淡淡。
但我们若从社会结构尤其是政治的表层结构与宗法家族的社会深层结构相关性的角度分析，就会发现
这一旧有问题并未解决，甚至还未寻找到根本性解决办法。
这说明在平静的水面之下，还存在着足以改变流向的潜流。
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大致有如下原因： 首先，亚细亚生产方式所造就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社会结构
的特殊性。
其中政治结构与宗法家族结构之间的矛盾将在生产方式这个基本历史前提不变下，不断重现，伴随中
国社会历史运动的始终。
尽管其表达方式或表现方式依社会变迁或王朝更迭而有所不同。
这说明汉初社会这一矛盾不仅存在，而且随着政权的渐趋稳固时有激化的可能。
这一点，我们透过“文景之治”的表面繁荣便可察觉。
 其次，秦朝和汉初社会同处社会形态转型期的阈限之内，因此从社会性质的共通性看，秦朝存在的社
会结构错位的矛盾，在汉初不可能消失，至少导致这一问题的再生条件还将不断地生产出来。
秦朝将“社会”纳入“国家”，用君权政治代替宗法家族组织结构的自我调节，结果使政治的表层结
构吞噬宗法家族的社会深层结构，于是“政治”也就成了漂浮不定的“游魂”。
以汉代秦，完成了新一轮的政权更迭，“法家政治”转换成“黄老政治”。
以宗法家族为纽带的社会深层组织结构并未因军事征战和政治动乱遭到结构性创伤，而且它的恢复和
重建是在几乎没有政治干预甚至是被鼓励下进行的。
由此可见，“无为”政治在“与民休息”，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恢复和发展了与自己对立
乃至威胁自身的力量。
 最后，法家式的“有为”政治和黄老式的“无为”政治，在历史的实践中或者带来自我摧毁的厄运或
者铸成岌岌可危的时局。
两者均不能解救社会结构错位这一深层次矛盾。
它们的区别虽然一“正”一“反”，一“强”一“弱”，但它们的共同点也是十分明显的。
特别就政治与伦理的关系或政治模式而言，两者同属于“第二次分解”的不同表现形式。
这说明君权政治表层结构与宗法家族深层结构错位的矛盾，不可能通过一方排斥或吃掉另一方得到彻
底纾解。
而是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双方的焊接点和相互沟通的途径。
这也就决定政治模式须突破非此即彼的两极框架进行新的调整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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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术与王道: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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