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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沈阳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硕士博士，赵国华是他的硕士导师，当时的论文题目为《
汉代人性论发展脉络研究》，这为后来的博士论文《汉代人性论史》的顺利完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沈阳大学毕业后在某地中学工作了几年，然后又考回华师攻读博士。
此时我就成了他的导师。
说实话，我没有对他指导什么，因为他的研究在硕士阶段就已选定了题目，到博士阶段只是继续其已
开始的研究而已。
可知在选题上我没有指导什么。
选题确定之后，如何来写？
就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曾说过，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是史的方式，一种是心的方式。
史的方式就是探讨某一思想在历史过程中如何发展演变，寻找出前后诸人关于这一思想的不同之处以
及相互之间的源流承继和前后变化的关系。
这基本上是从史学的角度来观察古代的某一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
我们看到的许多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往往是如此来撰写的，其思路与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也在
很大程度上受其约束。
当然也有些著作能尽量向深处挖掘古代思想中的诸多内涵，但只要不脱离史的视角，就难免会受其约
束而影响对思想的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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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揭示汉代人性论的发展演变历程或发展脉络，对影响汉代人性论发展演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
析。
首先把汉代人性论的发展演变分成西汉初年、西汉中期和西汉后期三个时期，深入分析每个时期重要
思想家和著作的人性论，探讨汉代人性论的发展演变轨迹及其原因；其次，通过与先秦、魏晋人性论
的比较，归纳汉代人性论的特色，分析汉代人性论的影响，进而合理地评价汉代人性论在中国人性论
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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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成帝时，刘向奉命校书，撰成《别录》，其子刘歆又奏上《七略》，为中国校雠学奠定基础；他
还采摘先秦旧事和汉初遗文，撰成《新序》、《说苑》及《列女传》。
刘向的人性论主要见于《新序》、《说苑》和王充、荀悦的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其人性论的主要资
料。
　　1.刘向的性情相应说　　在汉代人性论史上，刘向提出的性情相应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董仲舒提过：“凡人之性，莫不善义。
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
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①刘向认为：“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
故君子羞言利名。
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②两相比较，刘向重“德”，董仲舒重“义”，德是对主体本身的要求，义是外在伦理，两者的不
同显示出从董仲舒到刘向生活环境的变化。
研究者根据刘向的这句话对他的人性论作出不同的解释。
徐复观先生认为刘向主张性善情恶，“按论语以‘德行’二字连词，故德亦有行义；‘欲善其德’，
即‘欲善其行’。
欲善其行，而系出于人性之要求，则刘氏实亦以性为善。
从《建本篇》‘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己才者也’的话来观察，则他承董仲舒的影响，大概认为性善而
情恶，所以‘反情’即所以治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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