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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另眼看经典-文学经典中的众生之相》分五章，分别从官、儒、民、家和俗这几个角度，对文学
经典中的众生相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评论。
该书语言生动，视角独特，文学性、艺术性、趣味性、可读性都很强。
《西游记》的心学，常在儒、佛之间，表现在孙悟空身上，虽然称为心猿，却又不是醇正的儒者，也
不似似悟道的和尚。
况且西行行路上，魔怪横行，历劫八十一难，悟空皆能战而胜之。
其中有以智慧胜的，有以决心胜的，有以勇力胜的，也有请各位神仙菩萨帮助胜的。
内有真假孙悟空一节，写得跌跌宕宕，好不有趣。
⋯⋯作为《另眼看经典》系列丛书之一《另眼看经典-文学经典中的众生之相》，内中的文字均系此类
对文学经典中的众生相的介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经典中的众生之相>>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官论一、怎一个皇权了得1.万千世态，自皇权说起2.皇权之重，重过泰山3.皇权独尊，百官依
附4.皇权迷信，万民崇拜二、天降大任于是人也——新王朝的创立者1.战略定位是胜败的关键2.得才者
胜，失才者败3.妙算者胜，失算者败4.得人心者得天下5.经济基础最终决定战争胜负三、无可奈何花落
去——亡国之君与改革者1.改朝换代的四大原因2.乱自上作——话说亡国之君3.无官不贪，天下怎能不
乱4.管理与改革无济于事四、皇权文化批判1.权制批判——从权力在天到权力在民2.人才观念批判——
从伯乐相马到赛场赛马3.腐败批判——从无官不贪到制衡廉政4.人身依附批判——从甘心为奴到自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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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4.儒学的涵容性和承纳性5.小农经济与历史的选择二、六大名著与儒学1.六大名著难离儒学2.明君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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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第三章 民论一、农民是民众的主体1.农民的主体地位2.农庄的兴衰与农民的分化3.官逼民反，乱自
上作4.历史的怪圈：造反等于不造反二、工与商的从属地位三、男仆和女婢的悲惨境遇1.婢女形象2.男
仆形象3.半奴半主，亦尴亦尬4.豪奴恶仆，事出有因5.种仇得仇，种恨得恨四、侠、医、艺、妓、僧与
道1.侠的真假与社会认同2.良医与庸医3.江湖艺人4.妓女善恶莫轻论5.形形色色世外人五、帮闲者与无
助者六、传统民文化批判1.民的地位与价值批判2.民的生存基础批判3.民际关系批判4.民的生存方式批
判5.民的素质批判6.民的弱势文化批判第四章 家论第五章 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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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官论　　一、怎一个皇权了得　　1.万千世态，自皇权说起　　官论亦即皇权论——唯皇
帝才是百官的靠山、统领与代表。
　　中国古来的事情，至少从秦王朝始，离开皇帝，国家就讲不清楚。
司马迁深谙此道，创立纪传体，以皇帝为经，以列传为纬，经纬协调，成其大观。
这一点，和西方文化有着显著的区别。
　　中国文化，至少自秦始皇以来，绵延而下，都是以帝王为主轴，以皇权为中心的。
虽有数次大的分裂，然而，分裂终将走向统一；就是在分裂期，依然是皇帝作为各个统治区的主脑。
东晋十六国，天下大乱，但乱有乱的头绪，抓住十六国的皇帝，便找到了头绪。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线路清楚，在南，则宋、齐、梁、陈，在北，则魏、齐、周、隋。
后来史家称这一段的史书，为“八书”、“二史”，不但头绪清楚，而且简要明白。
　　西方的历史则不同，西方少有中国这样统一的历史，最接近统一的时期，则是古罗马帝国时期。
然而，时间未久，地位动摇，罗马帝国以武力征服天下，未能用武力使天下宾服。
到了君士坦丁时代，统治阶级终于认识到，只有依靠基督教才能达到安定民心、保证王权的目的，于
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但是，基督教的性质决定了它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却不能使人民全然屈从于世俗政权之下
，不但不能全然屈从于世俗政权之下，而且要对世俗政权以神的名义发号施令。
所以，在整个中世纪，王权与教权的斗争都不曾终止过。
所区别的，只是斗争的激烈与缓和而已。
十字军东征时代，教权大于王权；十字军东征之后，世俗王权在一些国家强大起来，双方斗争日趋激
烈，加上商业发达、近代城市的确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等种种原因，终于自13世纪开始，酿成一
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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