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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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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中国古代思想宗教：魏晋玄学“三大派”》为丛书之一，介绍了魏晋玄学三大派的有关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宗教：魏晋玄学“三大派”》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
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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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玄学的缘起二、玄学的含义三、玄学的发展分期与内部派别四、东晋时期的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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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两汉经学的衰落与名教信仰危机    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立五经十三博士，官宦世家子弟们从小就要受五经思想教育。
在当时，儒家经典实际上起到了充当最高法典的作用，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制定典章制度以及日常
生活行为规范，都要依据儒家经典，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两汉经学的盛行，适应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使我国汉代成为历史上国力强盛、疆域辽阔
、民族繁盛的时期之·。
    然而，东汉后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戚、宦官专权，社会政治黑暗，以及“党锢”等高压政策
，使士人普遍出现精神信仰危机。
东汉耒年的黄巾起义，给了东汉王朝以毁灭陛的打击，使东汉王朝迅速走向瓦解。
相对应的，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学也受到社会激烈变动的冲击而趋于衰微。
随着政权的解体，上层统治的理论基础，即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
论也趋于消散，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礼治问题和名教信仰危机的出现。
    当时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名教危机的典型表现。
东汉和帝初期，先是外戚窦宪专权，倾轧朝政，之后永元四年（92年），窦宪获罪自杀，窦氏势力被
消灭，宦官又开始专政；后到安帝朝，外戚邓氏又擅权于朝野，邓氏势力被消灭后，阉党又再次得势
；至少帝朝，太后阎氏又专权于朝政，阎氏被灭，宦官又开始执掌朝政⋯⋯可以说整个东汉社会后期
，一直处在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到桓帝、灵帝时期愈演愈烈，封建王朝的正
统皇帝已然沦为政治上的傀儡，直至董卓废帝，天下大乱。
    封建社会的君主是理想人格的典型，封建政权在君主的领导下定名分，立纲纪，维持着社会的稳定
和发展，“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是名教最根本的问题。
然而外戚、宦官专权，君臣失序，导致了汉王朝政治的崩溃，不能不说是当时最大的名教问题。
此外，关于“孝悌”的观念，“服丧”的问题等等都有矛盾出现，诸多现实问题无法解决，必然导致
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
稳定性。
以君主为中心的国家政权的发展，与士人的人生价值走向是一致的，“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
，士人的追求与国家政权是和谐的。
然而，东汉后期，随着社会政治的日趋混乱，儒家所提倡的名教、礼法逐渐被打破，士人的心态也逐
渐发生变化，思想开始趋于多元化，开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与是非品评标准。
儒家标准虽仍然被遵奉，但却不一定以其作为最高标准，诸子之学又逐渐兴起，儒家之外，道、法、
名、兵、农等诸家思想又都活跃起来，儒家独尊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思想皈依
。
    两汉经学思想僵化，墨守成规，逐渐走进了死胡同，这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汉代初年曾在政治统治上实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自然的休养生息政策，并且在文化思想上也一度
盛行黄老之学。
如文学家贾谊，虽然在政治上具有远大的抱负，但是其作品里充斥着明显的道家思想色彩，他的《新
书》有很多地方继承并且发挥了道家学说，《鹏鸟赋》更具有浓烈的老庄意味，他说：“万物变化兮
，固无休息。
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
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
勿穆无穷兮，胡可胜言！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司马谈父子也曾崇尚黄老之术、道家言论，司马迁说其父“学天官于
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
这当然对极其崇敬其父的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
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其他学说的著作，可以说是汉初集黄老之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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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总结性著作，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淮南子注·序》）而两汉末的扬雄则是两汉道家文化源流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人物，班固说
其：“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汉书·扬雄传》）扬雄著有《太玄经》，思想内容上以“玄”为理论核心，运用大量天文历法
术语知识通过“观象于天，俯察于地”的思考与摹比，抽象出“玄”范畴，作为解释宇宙万物生化的
根本，在哲学论点与思辨方式上为后来的玄学开路，他建立了两汉时期第一个完备的儒道调和的太玄
理论体系。
扬雄提出的这个宇宙万物“玄”本体，正好是从老子以“道”为本体过渡到玄学以“无”为本体的中
间环节，他极力地强调了作为万物之本体的“玄”是一种玄妙莫测、难以捉摸的东西，从而提高了老
子“道”本体的哲学抽象程度，这无疑为“玄学”的出现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P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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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玲编著的《魏晋玄学三大派》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系列之一，以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
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魏晋玄学三大派的有关内容。
具体有：玄学的缘起、玄学的含义、玄学的发展分期与内部派别、东晋时期的玄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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