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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儒家解释学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以系统论、结构论、唯物史观为基础，
详尽剖析并建构其内在结构、发展理路，揭示其理论范式，在中西比较、古今比较的基础上，为儒家
解释学探寻现代进路等问题，便具有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多重意义。
完善儒家解释学体系结构，丰富相应思想论说，也正是本书核心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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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与今文经学家不同，古文经学家不只把儒家经典当做“天人感应”的神学预言或是“微言
大义”的政治工具，更将之视为古代历史、政治、哲学、思想的真实记录，所以他们对儒家典籍文本
的解释充分考虑到了严肃的学术性。
他们以经书为中心，以解释和通顺词义文句为主要目的，无论释词还是解句，都始终围绕着经典原文
的语言文字展开，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经典解释的客观性。
无论是解释名物制度，还是交代时代背景，都始终坚持着历史主义的阐释态度，或以今词释古词，或
以雅语释俗语，或以本名释异名，或以详言释略言，试图通过解释经典文本在文字上所具有的意义，
从而恢复处于前文本状态的原始话语。
他们开辟的以考证字词、讲解句义、论说典故和举指出处为主的经典解释理路，为儒家古代文化原貌
式的有效传承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证。
 其次，建构了明确的经典解释目的论与方法论。
刘歆在《让太常博士书》中认为，今文经学的一大弊端是，“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
陈元在给汉光武帝的上疏中称，解释的目的是“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若辞不合经
，事不稽古，退就重诛”。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古文经学家解释经典的针对性与目的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他们看来，儒家经典解释的最终目标是找到经典作者寄寓的原意，揭示文本背后真正的“本义”。
同时解释、研习经典的同时要有所作为，在“国家将有大事”时，把从经典中学习到的圣贤智慧应用
进来，以古代经验解决现实问题。
实际上，古文经学并非不想要通经致用，只是反对今文经学没有文本依据或历史凭证而空发议论而已
。
 为此，在经典解释中要破除今文经学的“累惑”，遵循系统的解释方法论。
要有一种“全经”的概念，从整体上把握“五经”，深入考证，完全明晰地解释归纳出儒家圣贤隐含
在经典中的系统思想体系。
在“全经”的同时还要“义全”，即强调语言文字是先圣们思想的载体，不可离开载体空寻“微言大
义”，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经典的思想。
在古文经学家的眼中，儒家的经典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发明的文献系统，其所表达的思想，亦是一
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思想体系。
解释其中任何一部经典，都应以“全经”作为参照系统而达到“义全”。
正如刘歆说的那样：“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汉书·刘歆传》） 最后，完成了儒家解释学“经学思维”的定型。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今文经学家不断的论说中，“五经”与“孔子”均被神圣化了。
“五经”不仅是圣人之作，而且也是天意的体现或天授。
孔子被纳入“王”的行列，使其兼具“圣”与“王”双重之尊。
这种神圣化的直接后果是，孔子所删定的“五经”具有了无限的至上性，其不再是认识的阶梯，而成
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应被崇拜的最后真理。
在今文经学的贯注、推广、传播、阐释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经学化被动性的儒家解释学思维方
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为众多的儒生接受和坚持，同时也影响到整个社会。
所谓“经学化”，是指思维习惯和认识价值取向被经学所规范；所谓“被动的”，是指在经学的规范
下人们作为认识主体不同程度地失去了主动性，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没有或很少有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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