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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哲学史学会与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召开，我
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在此请假并对大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核心和正宗，在古代社会不仅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且也是中华文明
传承和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一条重要途径。
作为其基础的那些文化原典，提供了中国人认识宇宙、历史、人生的最初的意义和价值之源，对中国
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具有普世意义的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在今天仍有积极
正面的价值。
不论是古文经学的实事求是传统，还是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传统，都与中国哲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经
学思维方式的缺陷也在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换中充分表现出来。
希望这些内容在会上都能得到深入研讨，推动经学和中国哲学研究迈上新台阶。
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怎样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
来，我很赞成张岱年先生的思路，就是把它们放到“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的模式中去，以社
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这个前提下来开展经学研究，探讨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比较中西经典诠释学之异同，就能发掘
出传统经学中有价值的合理成分，清除其糟粕，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古为今用的历史资源，让这份
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综合创新中焕发出新生命。
祝大会圆满成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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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本书共有54篇论文组成，内容涉及经学及其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按照经学总论、经学演变发展的各
个历史阶段的顺序编排的，较有系统性，不少文章可以反映当前经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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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贺辞(代序)论传统经学(体系)的哲学意涵与现代重建：儒学、经学与国学——兼评“经典诠释”的概
念与方法问题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一论先秦诸子与“六经”的关系孔教儒家经典与现代生活——在四
川师范大学“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孔子、儒学与经学复兴经学亟待解决的三个
问题论儒家经传与韩国关于经学研究的断想“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分析论制度化经学与经学化
制度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周易》人文精神的当代意义易经哲学中吉凶观念之演变与人的自律扩大
《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论述《周礼》的成书与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
维护道统诠释下的周公——兼论蔡沈《书集传》的求道精神《礼记》对“人性”的见解及其蕴义论孔
子的生死鬼神观念与人文意识——以《论语》为中心的探讨“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注生我经：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汉儒称“儒学”为“儒术
”考陆贾与汉代经学经学思想与帝国政治——董仲舒思想怎样演变成西汉官方意识形态试论白虎观会
议的意义石刻与经典研究王弼易与伊川易之比较——关于象数、义理及性情阮籍、嵇康对经学的继承
和批判经学的义理向度——以理学的衍化为视域经学理学化及其意义从邵雍与宋代象数易哲学的发展
看宋代经学的超越意义张载哲学化的经学思想体系论纲张载之《中庸》学论三苏的经学活动二程经学
思想简析理学道统论的两类文献根据与实质舍传求经与会通三传——《春秋》宋学解经特点略说宋明
经学思想中的哲学意蕴试论程朱理学与《周易正义》的关联孟子与宋明理学经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评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从王阳明对《大学》的疏解看经典的解释问题罗念庵的经学方以
智与经学“经学即理学”命题辨析不离不即，超越经论——船山经义及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清代儒林
与汉宋学术——以阮元《国史儒林传》为中心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关系辨析刘沅《书经恒解》
之义理观刘逢禄“王鲁例”观念述评龚自珍经学的评价廖平的《古学考》和《知圣篇》从廖季平先生
到李源澄先生的经学片论胡适对研究经籍方法的评论——以宋儒、清儒的方法为例郭沫若对《论语》
批判的反思与肯定性的价值评价李源澄先生经学初探——以《经学通论》为讨论中心李源澄先生的学
术成就“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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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的官僚制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卿世禄制被废除，中央集
权的官僚制度开始出现。
这种变化也是促使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向更为成熟的国家形态演变的原因之一。
《周礼》一书所设计的官僚体制架构，反映了封建官员体制向专制官僚体制的过渡。
其中以天官冢宰这一官职最为典型。
《周礼》设计的国家政权模式，主要是由王统领下的六官。
六官当中天官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其他五官。
研究西周官制的学者认为，“《周礼》六官的体系与西周中晚期金文中的官制体系大体是相近的”，
“《周礼》冢宰之设是反映了西周中晚期以后的实际情况的”。
①这些实证的研究说明，《周礼》的官制体制在基本结构上是有渊源的，它与西周中后期的官制体系
相近。
但从官制的实际内容来看，它又反映出战国时代的特征。
《周礼》中的天官冢宰，名为百官之首，但其属下所职掌之实际内容，则大多为宫廷内务，凡寝社、
膳食、饮料、服装、医药、妇寺，皆统于天官，相当于王室总管。
②历代有很多学者多对天官的名实不符感到困惑，甚至还有人将此看作刘歆伪造《周礼》的证据之一
。
朱熹说：“五峰以《周礼》为非周公致太平之书，谓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阃之事！
其意只是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闱，交结近习，以为不可。
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国、平天下之本，岂可以后世之弊而并废圣人之良法美意哉！
”⑧从朱子的这段话中可知，胡宏极力主张刘歆伪造《周礼》，其根据之一就是将宫闱之事列于天官
，是不可信的。
其实，《周礼》书中天官冢宰名实之间的矛盾，正是战国时期国家形态转型的体现。
前文所引研究西周金文学者的看法是，西周金文中的宰，常在王的左右，管理王室内外，传达王后之
命，这一职守与《周礼》书中冢宰的具体职掌符合。
④这是从天官冢宰这个官职的历史渊源来看的。
但是，另一方面，春秋以来，各诸侯国宰（也称为相、相国）的实际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已出现了统
领百官的冢宰、太宰或相，如齐国在齐景公时已设有左右相。
但这些冢宰、太宰或相，还是某些势力强大的卿大夫的世袭官职。
从春秋后期开始，相就逐渐成为百官的首领。
⑤战国时期各主要大国基本都设有相职，只有楚国沿袭了春秋时代的官制，以令尹为最高官职，未设
相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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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孔子发端的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
影响，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文化学术和意识形态影响深远，并流传海外，成为东
亚文化传统和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
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而儒学离不开经学的流传和形式。
在儒家经典《十三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学，不仅是中国儒学史的主要内容，而且在长达两千多年
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部思想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影响大大超出了作为学术的儒学范围，而渗透到
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之中。
中国经学已与中国哲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哲学或以经学为形式而表现出来，以经书为诠释
文本而阐发哲理；或受到经学的深刻影响，以经学的精神为重要根据。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经学，就很难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
虽然经学与中国哲学有着密切关系，但以往学术界很少召开过此类“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国际会议来
对二者的关系展开研讨。
有鉴于此，我们四川师范大学联合中国哲学史学会、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香港孔教学院
、台湾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等单位于2。
08年9月10-13日在中国成都市四川师范大学校区召开了“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经学与中国哲学发展的关系；儒家经学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及与现代社会的关
系。
作为此次大会的承办者，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校科研处、校研究生学院，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
会和四川省朱熹研究会积极开展了学术组织和会议接待工作。
四川师范大学、香港孔教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重庆
师范大学等单位在会议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和保障。
大会组委会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方克立教授对会议的召开给予热情
指导和大力支持，并亲为本次大会的召开作贺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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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学与中国哲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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