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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围绕着“德”，透过“德礼之间”的角度与视野，追溯并阐明了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
首先，《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以斩截的方式，明确了前轴心/前诸子时期思想史的主题就
是“德”。
其次，鉴于德礼之间的关系是某种依存关系，而礼的范畴又广泛涉及政治社会文化信仰诸方面，因此
《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着重从制度与思想相互建构的角度，阐明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
再次，《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的主要特点是论述了“德”所涉及的广泛论题，通过关键
细节，从德礼之间“虚实相生”，揭示了前诸子时期“德”的涵义和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礼之间>>

作者简介

郑开，1965年生于安徽。
1985年毕业于内蒙古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后在内蒙古煤炭研究所工作。
199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
1994－1996年任国务院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宗教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著有《道家形而上学研究》（2003）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礼之间>>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问题、方法和语文  第一节  问题    一 问题意识    二 理论框架  第二节  方法    一 三个问题   
二 两个注释  第三节  语文    一 文字    二 音韵    三 训诂    四 疑例举偶第2章  德礼体系  第一节  德礼体系  
 一 德礼体系    二 “德”：礼的意义结构    三 德、礼之间：互动和分化  第二节  封建析论    一 什么是“
封建”？
    二 为什么要实行“封建”？
    三 “存灭国，继绝祀”  第三节  德音诂释    一 《诗》无达诂？
    二 政治、宗教语境中的“德音”话语    三 社会语境中的“德音”话语第3章  政治语境：以省方、巡
守和德刑为例  第一节  省方考    一 卜辞    二 彝铭    三 经传  第二节  巡狩钩沉    一史料    二分析    三旁通
：苋与陟  第三节  “德刑”及其他    一 德刑：以《左传》为中心的讨论    二 刚柔    三 德与力、王与霸  
 四 德与法(刑)    五 “德”内面化第4章  社会史分析：姓氏制度的思想史研究  第一节  姓氏的社会史线
索    一 综述    二 镶嵌于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姓氏问题    三 涉及种族、宗教层面的姓氏问题：以图腾崇拜
为中心  第二节  德与姓氏    一 社会政治语境：以“赐姓”、“命氏”为例    二 氏族语境：族、类、姓
与德    三 宗教语境：德的神圣意味    四 多重视境：以“明德”为例第5章  文化视野：从文化模式与精
神气质的角度看  第一节  宗教传统    一 殷周之际的适应与创新    二 宗教仪式的文化阐释    三 内在体验
的理性转化  第二节  政治理念    一 德与天命    二 德与革命    三 德与哲命  第三节  文化模式    一 作为文
化模式的礼乐    二 民族精神    三 文化意识  第四节  精神气质    一 民德民彝    二 人文理性    三 道德价值
第6章  道德系谱学研究  第一节  德目    一 政治社会语境中的酝酿与发展    二 道德意识和精神价值的聚
焦与突显    三 “德目”的思想史脉络和历史展开综论  第二节  德性论    一 德与善    二 德与生    三 德与
性    四 德与arete第7章  诸子时代的“哲学突破”：从前轴心时期到轴心时期的转折  第一节  “德礼”
与“道法”    一 “德礼体系”的宿命性崩溃    二 变法：“德礼体系”推陈出新与“法的精神”不断滋
育    三 名：作为礼的抽象形式  第二节  道、德之间：轴心时期的“哲学突破”及其视境    一 政治话语
的变迁：“德”、“道”间的推移    二 自然哲学的边缘：以“天德”语词为例附录  一、工具书目  二
、征引文献    1  古籍书目    2  简帛文献引用表    3  征引书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礼之间>>

章节摘录

　　二 两个注释。
下面，我们试通过“两个注释”分析讨论前诸子时期的社会史、文献学（包括语文学）的特征，进一
步阐明我们的方法论原则。
　　（一）“前诸子时期”即“前轴心时期”开始于殷周之际，结束于春秋末年；从思想史视野上看
，这一时期的思想主题可以概括为“德”。
换言之，“德的时代”不仅开启了“前轴心时期”，同时触及了“轴心时期”，而我们之所以把两周
称之为“前轴心时期”和“轴心时期”，正是因为它们是形成中国文化特征的关键时期。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王夫之说：春秋战国之交乃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读通鉴论》）。
于是，着眼于殷周、春秋战国的方生方死之际，留意于思想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之间，就理所当然地成
为我们的研究旨趣。
那么，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史料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特征呢？
我们可以从孟子的一段话中见出端倪：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也。
”（《孟子·离娄下》）　　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它阐释了“史”的历史脉络及其意义，涉及历史
叙述的形式（文体）与本质；而且提示了政治社会的结构变动和历史创作间的内在关联；同时我们也
可以自“巫史传统”之蜕变的角度理解作为逻各斯（iogos）意义上的“历史”的出现和形成。
下面我们次第讨论其中的问题。
　　1.历史时代之不同于传说时代神话的标志，就是“史”（历史记叙）从“神话”与“诗”脱颖而
出的转变。
所以“《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时代的精神过程以历史著作即《春秋》经传的形式呈现出来
。
秘索思（muthos）和逻各斯（10gos）似乎是古希腊人思考问题的两个具有对立和互补意义的切入点：
前者意味着大胆的想象、虚构故事；后者意味着精细的叙述、理性思考。
诗与神话相当于古希腊的秘索思（muthos），而历史著作则是人文领域里面的逻各斯（10gos）。
孟子的话反映了春秋前期深刻的知识变动，即：历史乃是从神话与诗（即秘索思）当中剥离出来并不
断地摆脱后者而建构起来的。
另一方面，哲学比历史学更“逻各斯”：米利都的哲学家用关于自然的叙述部分否定了荷马（《史诗
》）的曲折离奇的故事。
然而这些早期哲学的表述终究不能免于秘索思的“无往不复”的“重现”，例如《老子》称为“哲学
诗”，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称为“宇宙诗”。
（陈中梅，1999：42注3）总之，以《春秋》经传出现为代表的历史学的兴起，其本身就是逻各斯的一
个方面，但是其中仍不免有秘索思的残留，所以后儒有“《春秋》失之巫”（孔颖达《五经正义》）
的讥评。
比较起来，诸子哲学则更进一境，更彻底地摆脱了宗教意识形态和秘索思的支配。
　2.一般而论，“史”是“诗”的后继，“诗”为“史”之前驱。
然而，由“诗”而“史”的过程不仅意味着记叙体裁的推陈出新，还包含了某种深沉的思想史意义，
那就是：《春秋》或者说“诗”（文学）部分地吻合于“史”，司马迁说，周道之兴，“诗人歌乐思
其德”；昭穆之时，“王道缺微”而“诗人作刺”。
（《史记·周本纪》）至于《雅》、《颂》，更有所谓“《雅》、《颂》歌咏，以思其德”（刘向《
战国策书录》）的说法。
所以《论语》载：“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可见，《诗》乃《春秋》以前的“史”，更是王道的记录，而“史”——例如《春秋》经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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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霸道的记录。
进而言之，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文史通义·易教上》），并非没
有缘故。
在他看来，《书》（政治理论）乃是《周官》（按即《周礼》）所掌的虞、夏、商、周四代的史册；
据此，他补充孟子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然后《春秋》作”，又说：“《乐》
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
”（《文史通义·书教上》）　　3.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诗》的变风变雅反映了时代与社会的变
动一样，亦如“《易》起于中古，其有忧患乎！
”（《周易·系辞》）《春秋》经传的出现是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产物。
孔子曰：“周德不亡，《春秋》不作。
”（《说苑·君道》引）《淮南子·汜论训》更说：“王道缺而《诗》作，《诗》、《春秋》，学之
美者也，皆衰世之遗也。
”王应麟曰：“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
”（《困学纪闻》卷六）可谓意味深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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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以“夫命神学”界定前诸子时期思想的特质，本书力排众议，代之以“德
礼之间”。
这种诠释新人耳目，而且于史有据，令人信服。
本书完整地展现了由周初至春秋末年的时代风貌，由此而勾勒出诸子时代哲学突破的清晰的轮廓，在
于德礼体系的推陈出新以及道法精神的不断滋育。
最后落实于古典意义上的中国意识的形成。
　　——余敦康　　本书抓住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初的核心概念——德礼思想的产生和演变，从语文学
、政治制度学、社会史学、宗教学、文化学、道德系谱学等多方面的视角，对上古时代（主要是西周
至春秋时期）的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从而深刻揭示了上古时代中国思想的特质
，及其对我国轴心时期即先秦诸子时代思想的决定性影响。
　　——许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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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的主要特点是论述了“德”所涉及的广泛论题，通过关键细
节，从德礼之间“虚实相生”，揭示了前诸子时期“德”的涵义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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