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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部重要典籍，《〈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
的比较研究》则是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年轻的博士常会营同志近年的研究成果。
他从《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著述背景、写作动机、作者、成书时间、学术评价、文字训释、义
理阐发、经典诠释学等几个方面对二者进行详细的比较和研究，尽量揭示汉学与宋学的不同学术趋向
及其相互关联，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观点、新看法。
而对&ldquo;两注&rdquo;章句文字训释的比较分析，既细致入微又提纲挈领，考释精详，其对义理的
分析亦相当独到，所列几个问题亦颇能体现其思想内涵，反映了作者资料掌握与分析问题的功力。
此种研究方式在学界尚不多见。
该书的写作，具有拓展、深化《论语》学研究空间、论题的意义。
该书为人们进一步探讨《论语》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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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围绕《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几个问题第一节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著述背
景与动机一、《论语集解》的著述背景与动机二、《论语集注》的著述背景与动机第二节 《论语集解
》与《论语集注》的作者、成书时间一、《论语集解》的作者、成书时间二、《论语集注》的作者、
成书时间第三节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学术评价一、何晏《论语集解》的学术评价二、朱熹
《论语集注》的学术研究及评价第二章 《论语集解》、《论语集注》之文字、章 义疏解探析第一节 
分章 断句之比较第二节 字义训释之比较一、字义训释之继承性比较二、字义训释之差异性比较第三
节 章 义疏解之比较一、&ldquo;学而时习&rdquo;章 之不同疏解二、&ldquo;孝弟为仁之本&rdquo;章 之
不同疏解-三、&ldquo;君子不重则不威&rdquo;章 之不同疏解四、&ldquo;信近于义&rdquo;章 之不同疏
解第三章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之义理比较（上）第一节 对&ldquo;知天命&rdquo;之不同解析
一、汉儒的&ldquo;知天命&rdquo;思想二、宋儒的&ldquo;知天命&rdquo;思想三、《集解》与《集注》
对其他论&ldquo;天命&rdquo;篇章 的注解比较第二节 重内与重外&mdash;&mdash;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
价一、管仲非仁者与二、《集解》与《集注》对其他论&ldquo;仁&rdquo;章 节 的注解比较探析第三节 
情与理&mdash;&mdash;对亲情伦理的态度一、《集解》与《集注》对亲情伦理的相同态度二、《集解
》与《集注》对亲情伦理的不同理论分析第四节 天性与理欲&mdash;&mdash;君子与小人的评判标准一
、《集解》与《集注》对君子、小人的评判标准（一）二、《集解》与《集注》对君子、小人的评判
标准（二）&hellip;&hellip;第四章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之义理比较（下）第五章 中国古典解
释学的一种历史性考察附录一 《论语》版本及注本考略附录二 《论语》在经学史上地位之变迁附录
三 《论语集解》何晏注之思想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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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围绕《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几个问题　　在对《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注
解内容进行详细的比较之前，我们有必要针对学术界围绕《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几个问题进
行一番深入探析。
首先，《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著述背景与动机问题；其次，《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
作者和成书时间问题；第三，《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学术评价问题。
　　第一节  《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著述背景与动机　　笔者认为，若要比较《论语集解》
与《论语集注》这两部著作，就必须对其著述背景及动机有一番追溯和探讨。
因为任何一部著作，尤其是像《论语》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如果不能对其著述背景与动机进行一番
追溯和探讨，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也便不能给其在中国经学史以及思想史上以相
对准确的定位，从而也便不能给其以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如朱伯岜先生倡导发展&ldquo;经学哲学史&rdquo;的研究，其基本思想便认为，中国的哲学家，自汉
代以来，都是以经学的注释和诠释，提出哲学问题，发展哲学思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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