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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学引论》是人民出版社最近组织出版的“哲学史家文库”系列图书的一部，收入该文库的哲学著
作有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候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以及任继愈、朱谦之、方克立、汪
子嵩、叶秀山等21人的著作。
崔大华研究员的另一部著作《庄学研究》也被收入这一文库并再版。
一人同时有两部专著被人民出版社收入“哲学史家文库”，充分显示了崔大华研究员在我国当代哲学
史家队伍中的地位。
  《儒学引论》一书66万字，由四篇组成。
甲篇先秦儒学，论述儒学的确立及其最初的发展。
认为孔子突破原始宗教观念和西周宗法观念而确立的儒学，是一由心性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三个理论
层面构成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
孔子之后，先秦儒学主要有孟子、荀子和以《礼记》、《易传》为代表的三个不同的理论走向。
较之孔子的儒学思想，孟子在心性的和超越的层面上有较多的承接与发展；荀子则在社会的和超越的
层面上表现出较大的变异；《礼记》和《易传》中吸收进不少道家思想观念，补充了孔子思想中天道
自然观理论的不足。
乙、丙两篇从两个主要方面论述儒学在先秦以后的理论面貌和历史面貌，其一是作为儒学学术基础的
经学，其一是作为儒家哲学的儒学三个理论形态——汉代天人之学、魏晋自然之学和宋明性理之学。
在经学篇中，论述了经学从今古文经学到宋学、清学的发展历程，和经学的训诂、义释、考辨等基本
学术内容。
在儒学理论形态篇中，论述了儒学的天人之学、自然之学和性理之学的不同理论内涵，及其对儒学三
个理论层面中基本范畴性、礼、天命的不同诠释，和模塑的社会生活之功能的不同表现。
丁篇是总结，从儒学的特质、理论结构、社会功能三个主要之点上对儒学作总体的概括，最后还论及
了儒学的现代处境。
  《儒学引论》是一部自觉用结构的、比较的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全面地论述儒学理论和学术内容及
其历史发展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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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甲篇 先秦儒学一、儒学的形成 （一）界定：儒学的范围与起点 （二）殷周之际的观念变迁 （三
）孔子：儒学的确立   1、背景   2、三个理论层面二、儒学在先秦的发展 （一）�孔子儒学的最初传授 
（二）�先秦儒学的理论发展   1、孟子之贡献   2、荀子之变异   3、《易传》的思想   4、《礼记》的思想
乙篇 经学：儒学的学术基础一、经学的历史发展 （一）儒家经典的确立：从“六经”到“十三经” 
（二）今古文经学 （三）宋学 （四）清学二、经学的基本学术内容 （一）经学之训诂   1、字词训解  
2、名物制度训释   3、训诂进展之表现 （二）经典之义理诠释   1、经典义释之基本模式   2、《诗经》
之义释模式   3、《春秋》之义释模式   4、《周易》之义释模式 （三）经典之考辩   1、五经作者   2、
文字订正和篇目辩伪   3、佚文逸篇的钩索纂辑丙篇 儒学的理论形态  一、天人之学  （一）界定：汉代
儒学的理论内容与学脉构成  （二）基本观念     1、有机自然观    2、天人感应    3、思维方式  （三）功
能    1、对原始儒学基本观念之诠释    2、天人之学与汉代社会生活  （四）衰落  二、自然之学  三、性
理之学丁篇 总结  一、儒学的基本特质  二、儒学的理论结构  三、儒学的社会功能  四、儒学的现代处
境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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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礼之人性根源及功能  与孟子不同，作为儒家学者的荀子，对孔子思想社会层面上的“礼”的思
想观点有深化性的、又有修正性的发展。
这种发展的主要之点，就像孟子在儒学的心性层面上意识到并发掘了人的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源一样，
是荀子明确地提出并相当充分地回答了儒学社会层面上“礼”的产生根源的问题。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财乱，乱
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礼论》)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
天下贵也。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义。
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
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
(《王制》)    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
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非相》)   显然，荀子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和人的社会特性(人类）两个不同的层次或方面探索
了“礼”的根源。
荀子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点：(1)人性所固有的“欲”，将人类与一般动物区别开来的那种以“群”(
社会组织)与“别”(政治的、伦理的地位差别)为特征的社会生活，是“礼”产生的最终根源；(2)这种
人性固有之“欲”和人类必需之“群”与“别”，都需要用“分”(名分)来加以限定、规范、标识，
否则就要发生纷争、混乱，所以“礼”或“礼义”的本质的内涵就是“分”。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富国》)“礼”的主要的社会功能就是调谐稳定全部的社会秩序、社会生活，“人无礼则不生，
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3)“礼”或“礼义”是先王、圣人为了上述目的而制
声的，是人为的。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 (《性恶》)。
    清学三变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将清代经学划分“国初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为专门汉
学”和“嘉道以后为西汉今文之学”三个阶段(《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
在严格的意义上，正如前面所说，清学有自己的特色，其学术内容和方法都不能视为是汉学、宋学的
再现。
但是，若以清学在学术倾向上与汉学、宋学的或远或近为一坐标，来显示清学的演变，皮氏所揭橥的
“国朝经学凡三变”，一般来说，也是与历史实际相吻合的。
清学初期的学术重心似在考证或辨伪，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考证晋出二十五篇古文之伪，胡渭《
易图明辨》追溯宋《易》中“河图”、“洛书”之源，都是继承了宋学中疑经的理性精神。
乾嘉时期经学家的经解，无疑地应是清学的中坚，正如许多学者已发觉并指出的那样，乾嘉经学中以
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其学术内容和倾向的差异，亦是很明显的。
大体而言，吴振以博证信古为特色，经解中唯以多广引罗列古籍先儒之论为务，尤以汉儒经说为先；
皖派多为在文字、音韵学基础上援据古论断下己论，予以确解。
试以两派对《尚书》首篇首句“曰若稽古帝尧”的不同特色的训释为例证：十分显然，对于《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这句经文，惠栋之疏解只是详尽地记载了历史上对这一经典语句两种不同训释的分
歧状况，甚至还有发生争论的那种独特的历史场面的记述，但至于孰是孰非，作者则未置可否。
戴震则从文字、音韵的理论角度，给予全新的确解，并纠正了汉唐诸儒在断句、义解方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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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皖两派的经疏中学术重心、学术倾向上的这种差异，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典型、鲜明，在其它地方
也普遍地存在着。
    嘉庆、道光以后，庄存与、刘逢禄、陈乔枞等为代表的清代经学从三个方面显示出一种新的、与西
汉今文学相接近的学术特色或倾向：第一，经疏的重心由名物训诂转向大义微言。
最早表现这种新的学术方向的是庄存与《春秋正辞》。
从下面列举的庄存与《春秋正辞》与惠栋《公羊古义》训释《春秋》之差异的两例中可以看出这种新
的学术特色：第二，在诸经典、经说中，特别推奉《公羊传》和两汉《公羊》学家。
如刘逢禄在其《公羊何氏释例·序》中说：“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筅钥也。
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
》。
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在其《公羊何氏解诂笺·
序》中又说：“世之言经者于先汉则古《诗》毛氏，于后汉则今《易》虞氏，文辞稍为完具，然毛公
详故训而略微言，虞君精象变而罕大义。
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出，则《公羊传》。
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邵公氏，子夏传有郑康成氏而已。
”并援依《公羊》义训释其它经典。
如龚自珍以“三世”说解释《大雅》和《周颂》中记述周人开国历史的几篇诗曰：“若夫征之《诗》
，后稷春揄肇祀，据乱者也；公刘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颂》有《般》、有《我将》，《般》主
封禅，《我将》言宗祀，太平也。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二)第三，辑佚西汉今文经遗说，如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之《三家诗遗说考
》、《今文尚书经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记》。
并进而力辨古文经为伪或可疑，如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考论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
、《吕氏春秋》，本自为书，是刘歆强以为传《春秋》，且多增附益；魏源《诗古微》论《毛诗》晚
出，其传授深为可疑，“毛公”何人，无以据信；邵懿辰《礼经通论》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出刘
歆伪造。
凡此，皆显示出与清代经学前期、中期有所不同的学术内容和特色。
    在近现代的中国，随着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之统治地位的丧失，经学也衰落下来。
近代经学的最后代表人物无疑是康有为和章太炎。
他俩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都是对立的。
就经学而言，第一，他俩对峙的经学论题，都没有越出传统经学的今古文经之争的范围；第二，但他
俩的经学中所蕴藏的对立的政治意旨，却都不是传统经学的纯粹学术思想所能笼罩的。
例如，在《春秋》学中，康有为藉《公羊传》，证“孔子改制”，为戊戌变法立据；章炳麟则依《左
传》，标“夷夏之辨”，替辛亥革命张目。
由此可见，近现代经学的基本状况是：在汉学、宋学和清学之外的新的独立开拓尚未出现，攀缘传统
经学的各种学术问题却孳生起来。
    ⋯⋯插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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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1.正像多数学者所共识的那样，我也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的主体部分；认为儒
家思想的这种地位，是由多种因素历史地形成的。
由春秋末期孔子确立，此后一直绵延不断地流变发展着的儒家学说，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以伦理道
德思想为核心、且有多层理论层面的观念体系。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儒学并不是以一个单纯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学术面貌出现和显示功能的，而是
：第一，儒家提出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序的伦理思想及仁、义、忠、孝等道德规
范，能充分满足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社会和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社会生活需要，战国时期，就开始获
得社会的认同。
汉代“独尊懦术”以后，更被历代国家政权自觉地用来作为整合社会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
工具。
儒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体系。
第二，儒学的此种性质的转变，带来了功能的扩展。
儒学不仅表现为人们提供仁、义、忠、孝等价值取向和规范的道德功能，而且也增益了某种法律的、
宗教性的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礼刑相为表里”，正表现儒家的道德规范成为立法、量刑的主要
法理依据；所谓“名教罪人”正是以叛离或违背儒家教条而受到诛伐的。
如果我们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把对某种神圣对象的信仰并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视为是宗教的特征
和功能，那么，作为君主专制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儒学也具备这样的特征与功能。
在儒学里，超越的但非人格的“天”(“天命”)，人格性的而非超越的祖宗、鬼神，还有作为儒学创
始人的孔子，都具有被崇拜的“神圣对象”的性质，儒家三大祭——祭天(天地山川之神)、祭祖、祭
孔，形式上也显现为、可界定为是宗教性表征，虽然实际上其精神内涵是一种伦理性的道德感情，而
不是信仰性的宗教感情。
然而，儒家从这种道德感情中能孕育出一种道德觉醒，自觉到“人禽之辨”与“义利之辨”，感情到
生活的意义和终极追求，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从道德实践中实现安身立命，这又是一种
具有宗教性的情怀。
第三，由于儒学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体系，且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特
别是在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强化了儒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在国家“教化”政策推动下，通过从科举考
试国家颁布之经义，到民间载道之艺文、启蒙之读物的多种渠道，儒学浸润了士、农、工、商的各个
社会群体，从而也渗透到作为一种文化结构的诸如制度、器物、风俗等各个层面上，并且在有决定意
义的程度上塑造了它们的形态。
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儒学凝聚成一种具有独特的、即有自己的特征和内涵的文化类型，一种生活方式
。
儒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就是这样确立的。
完全可以说，儒学是中华民族生命之所在，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都能从不同角度上显示出与儒学不
同程度的犀通。
这样，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国势衰危，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面前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儒学被视
为是酿成这种厄运的精神的、观念的根源，而受到严厉的责难和否定性批判，就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本世纪以来，当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华民族迈上了复兴之路，儒学有了新的定
位时，即儒学蜕去了它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质，而以其固有的伦理道德思想特质或一种传统精神的基本
内涵来表现功能时，我们发现，儒学仍是珍贵的，儒学于精神之根柢处，仍在支撑着中华民族作为一
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类型和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存在。
同时，新的历史情境下的儒学，也迫切感到需要有适应现代社会进步的观念转换和理沦发展。
这样，思考、求索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融人、并能发力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事业，也客
观地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中的一个突出的主题，一个重要的理论构成，“五四”以后，已有许多
中国思想史学者、服膺儒家学说的学者为此作出厂努力，贡献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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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藉援近现代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来重新隆释传统儒学，尤其是米明理学，试图发
掘出其中具有长久或永恒性质的观念因素，所谓“人性之常，自然之常”，以确立中华文化的生命之
根；探寻出其中可以生长发育出现代生活的思想成分，能与现代生活衔接的榫面，以实现传统儒家文
化向现代化的转轨。
他们的努力是否成功，姑且不论，但无疑地，可以将他们的工作视为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中涌出
的那个理论主题的回应。
应该说，这一时代的理论主题仍然在困扰着我们，也在激励着我们，召唤更多的学人从不同方面去从
事自己的理论创造。
我也以这本《儒学引论》，侧身于这个行列和进行了这样的努力。
当然，在这里我没有援依某一特定的哲学观念或理论立场去直接地、深入地解证那个巨大的理论主题
，只是试图能从总体上较完整地审视儒学的历史面貌、理论面貌及其现代处境，从一个具体的、浅薄
的方面来显示这一理论主题，响应这一理论召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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