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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逸斋先秦史论文集》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大体说来，可分作几个重点。
从第一篇《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至第五篇《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
集中论说先秦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特别是分封与宗法。
对金景芳先生曾经析论的君统、宗统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补充。
从第六篇《论（易传）的和合思想》到第十二篇《论（大一生水）与（老子）及（易传）的关系》，
讨论《易》学，也是继金先生的学术道路而多有深入发扬。
在论《老子》和《易传》思想差异上，尤有独到见解。
从第十五篇《论（公羊传）复仇思想的特点及经今古文复仇说问题》至第十七篇《经今古文学复仇说
异义辨析》，第二十八篇《（春秋）与（公羊传）的关系》到第三十一篇《（春秋左传注）辨正十二
则》，专研《春秋》经传，多有新义。
从第十八篇《商代军队组织论略》至第二十六篇《军功爵制的确立是战国军事制度根本变革的标志》
，则论述殷商以及春秋战国的军事制度，自成系统。
这四个重点，已经涵盖了先秦国家、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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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恩林，男，1940年11月生，吉林省公主岭市人。
196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
1978年考为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导师为金景芳教授。
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
史学会顾问、吉林省周易学会会长。
1993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被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聘为“中华文化奖学金指导教授，2000
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2010年被东北师范大学聘为教学名师
，2011年被聘为四川大学国院文学研究院课座教授。
在《历史研究》、《文史》、《中国哲学史》、《吉林大学人文社科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刊
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古文译著2部，参与主编《金景芳学案》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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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制度篇
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   
鲁、齐、燕的始封及燕与北的关系的关系    
关于周代宗法制度中君统与宗统的关系问题      
关于周代宗法制度的两个问题        
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    
    思想篇
论《易传》的和台思想        
论《周易》的社会和谐思想        
略论《周易》的卦变        
河图、洛书时代考辨              
再谈河图、洛书的时代问题        
论《老子》与《易大传》宇宙生成论的异同    
论《大一生水》与《老子》及《易传》的关系——《大一生水》不属于道家学派        
谈庄子“道”的二重性及相关问题      
论孔子的“仁义礼”思想及其本质      
论《公羊传》复仇思想的特点及经今、古文复仇说问题
论《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    
经今古文学复仇说异义辨新    
    军事篇
商代军队组织论略    
论周代军事制度的几个特点    
试论西周军事领导怖制的一元化      
试论先秦的军事刑罚    
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变革      
中国古代骑带和骑兵考源        
论吴国的军队组织        
论春秋五伯的争霸战略      
军功爵制的确立是战国军事制度根南变革的标志
《孙子兵法》十三篇论略          
    文献篇
关于西周有无周公纪年的问题
论《春秋》和《公羊传》的关系  
关于《谷梁传》的源流及真伪问题
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伸五例”问题
《春秋左传注》辨正十二则          
孙膑故里辨新            
浅谈儒家六艺的特点及其向六经的转化    
关于《周易》“大衍之数”的问题    
《春秋左传注》辨正六则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币尔的辨正    
    怀师篇
悠悠四十载，帷下忆师恩
先生虽逝风范长存——深切怀念罗继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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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二，褒封先圣王之后，稳定周人新的统治秩序。
周以小邦胜殷，统治基础自然十分薄弱。
为扭转这一局面，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就大封神农、黄帝、尧、舜、禹等先圣王之后，正
反映了他扩大统治基础的急迫心情。
据彭邦本先生研究，武王褒封的圣王之后及异姓邦国，不下数十[2]。
这就大大巩固了周人的统治地位。
　　其三，武王封功臣谋士，以增强周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
首先，他封了管叔、蔡叔，以便控制殷王畿地区。
其次，《史记》说他又分封了太公、周公、召公等功臣。
但是，这一说法与有关文献相矛盾。
如《鲁世家》说：“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燕世家》《索隐》说召公“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
《齐世家》、《集解》引郑玄注说：“太公受封，留为太师。
”《尚书金滕》、《大诰》、《逸周书·作雒》等文献也记载太公、周公、召公确实没有就封，而是
留在了王室，佐助武王处理政务。
对这一矛盾现象，应怎样理解呢？
　　我们认为，《史记》所载并非无因，它与武王命管、蔡监殷，计划“宅兹中国，自之治民”[4]，
即营建洛邑为统治东方的大本营一样，应是武王构想的一种战略布局：在殷人势力颇盛的东部、东南
及东北部建立周人的强大方国以巩固新生的周政权，但是，这一计划未及实现，武王就一病不起，与
世长辞了。
所以太公、周公、召公都没有就封，而是留佐王室了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行政当国，三
监与薄姑、徐、奄等相勾结酝酿叛乱。
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在成王初年果断封伯禽于鲁”[5]，在三监与商奄地区布下一枚棋子。
《诗·鲁颂·闷宫》载成王命伯禽的诰辞说：“王日：‘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
周室辅。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诰辞要伯禽至鲁后“大启尔宇”，也透露出了当时东方奄、淮夷、徐戎叛乱在即的紧张形势。
　　《史记·鲁世家》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
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胖（即费），作《胖誓》。
”《尚书·费誓》亦载“淮夷、徐戎并兴”，伯禽“惟征徐戎”事，应为信史。
但是《尚书·伪孔传》解《洛诰》周公还政成王以后，“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为“尊
周公立其后鲁侯”。
郑玄注也说：“告神以周公其宜立为后者，谓将封伯禽也”。
遂与《史记>的记载产生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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