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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与价值理念，名教从汉代产生到近代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两千多
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乃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在名教发展史上，汉代是一个特殊的阶段，经历了发生、发展、定型、危机及转向等过程。

　　本书作者运用历史与诠释的方法，紧扣“汉代名教”进行解题，不仅考察了名教概念的流变、内
涵，分析了汉代名教的理论基础与名分体系，而且着重对作为教化文化载体的经学和礼制、教化途径
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并在考察东汉后期出现的名教危机以及诸子的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对名教的价值
和内在矛盾进行反思与现代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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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三纲五常”的文化阐释(代序)
引 言
第一章　汉代名教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正名说
 一、先秦儒家的“正名以正政”思想
 二、先秦法家的“立法明分”思想
 三、名家与墨家的逻辑“正名”思想
 四、秦汉之际的正名思想及董仲舒的“深察名号”说
 第二节　教化论
 一、先秦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
 二、先秦法家的“以法为教”思想
 三、西汉儒家德主刑辅的教化思想
 第三节　正名与教化的融合
 一、孔孟对正名与教化的融合
 二、韩非对正名与教化的融合
 三、荀子和董仲舒对正名与教化的融合
　⋯⋯
第二章　汉代名教的名分体系
 第一节　先秦及汉初对名分体系的探索
 一、先秦儒家的名分思想
 二、墨子的名分思想
 三、韩非的名分思想
 四、秦汉之际的名分思想
 第二节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名分体系
 一、“三纲五常”思想的提出
 二、对“三纲”的论证
 三、对“五常”的论证
 四、“三纲五常”的历史影响
 第三节　“三纲六纪”与名分体系的完善
 一、“三纲六纪”的内涵
 二、《白虎通义》对“三纲六纪”的论证
 三、“三纲六纪”在《白虎通义》中的贯通
 四、白虎观会议对名教的意义
第三章　汉代名教的教化载体
第四章　汉代名教之教化途径
第五章　东汉末年的名教危机与批判
第六章　名教的现代观照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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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名”与“分”在春秋乃至更早时期都已单独使用，到战国时期“名”、“分”才合称为“名分
”。
《辞源》释“名分”为：“人的地位和身分。
《庄子。
天下》：‘《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管子.幼官图》：‘定府官，明名分。
’也泛指财务的所属关系。
《商君书·定分》：‘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这一解释透露出，儒法两家在使用名分时的意义是不同的。
法家提倡的“定名分”主要是指制定并推行国家的法令制度。
他们认为，制定“名分”首先需要对“名分”指涉的对象进行辨别，只有确定事物的从属关系，才能
把民众教育好，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
而儒家讨论的“名分”主要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身份和位置，基本上与现代的“社会角色
”的含义相当。
①简单地说，法家讲名分，着重从法律约束对象着眼，以确定事物的归属；儒家讲名分，着重从规范
社会主体着眼，以确定社会角色的道德义务。
由于儒家的影响日渐增大，儒家对名分的使用慢慢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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