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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秋繁露》是西汉儒家学者董仲舒的著作。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详细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大约生活于汉文帝至汉武帝时期（一
说生卒年为约前179～前104）。
汉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崇儒，仲舒举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了武帝的
采用，对儒学成为官方哲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董仲舒其后做胶西王相和江都王相，晚年致仕后在家以著书为事，今传世的著作有《春秋繁露》八十
二篇以及三篇对策（即《天人三策》）。
顾名思义，《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一种解释和发挥。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史实，相传为孔子所删定，其后传给弟子
子夏，子夏传与公羊高，《春秋公羊传》由此而得名。
《公羊传》最初由口头传授，后来到汉景帝时才著之于书帛。
景帝时，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治《公羊传》，后世的所谓公羊学，也就在此时兴盛起来，成为官学。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他对公羊学的一种阐释。
而“繁露”之名，南宋《馆阁书目》解释说是篇名，因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
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因此总其名为“繁露”。
至于“繁露”本身的意思，《馆阁书目》说是“冕之所垂也。
有联贯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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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繁露》是西汉儒家学者董仲舒的著作。
顾名思义，是对《春秋》大义的一种解释和发挥。
《春秋繁露》全面地阐发了董仲舒的宇宙观和政治哲学、伦理思想。
同时，也反映出汉武帝时代儒学的基本面貌。
     《春秋繁露》共存篇目八十二篇，阙文三篇，限于字数，本书只对《春秋繁露》一书中的部分篇目
进行了注译。
在这一过程中，笔者选取了书中影响较大、较能代表董仲舒思想全貌的篇目。
注译的原则是既注意严谨规范又尽量做到简单明白。
注释较简而译文较详。
本书所用的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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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汉代)董仲舒 注释 解说词：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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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圣人法效天，贤者法效圣人。
这就是所谓的大的原则。
遵从这个大原则，国家就会得到治理，失去这个大原则，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这就是治乱的界限啊。
我听先师说过，天下没有两种不同的治国之道，圣人治理国家虽然有所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
古今也是通达、一致的，因此先贤把他们的治国之法传之于后。
《春秋》对于世事的道理，嘉奖那些复古的，讥刺那些违反纲常的，这是为了效法先王。
然而，《春秋》其间有一说“王者必改制”。
那些生性怪异的人就以此为借口，说：“假使古人也可以遵循先王之道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相承
不变呢？
”世人被此种言论所迷惑，怀疑正道而迷信邪言，这真是令人担忧啊。
（我）回答说：“有人听说诸侯举行射礼的时候以《狸首》伴奏，于是就自己砍断狐狸的头，悬挂起
来射箭，然后说：‘音乐在哪里呢？
’这就是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
《春秋》所谓新王必改制，不是说改变天道，也不是改变天理，受命于天，继承新王，这继承是从天
，而不是从前面的国君那来的。
如果一切都因循前制，遵守前代的基业，不做任何的改变，这跟那些继承前面王者君位的人没有区别
。
受命之君是天意的显现。
侍奉父亲要承父亲之意，侍奉君主要承君之志，侍奉天的也应该这样。
现在天意大显于你，你只是因袭前代，不做任何改变，那么天意就没有显明，这不是上天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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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家宗。
　　——班固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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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春秋繁露》：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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