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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礼》在我国经书中是一部大经，包含的问题多，对后世的影响大，而且是今古文经学争论的焦点
，论者或认为是周初经世大典，或以为歆、莽伪造，差距很大。
历代研究《周礼》的书汗牛充栋，清代人的研究成果尤多。
研究《周礼》的人，必须熟习过去研究者的著作及其内容观点，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就是几百万
字的大书，通读它就要年月。
《周礼》有丰富的内容，比如其中各种制度，对这些制度的研究，需要谨慎，不能遗漏，不能前后矛
盾。
因为《周礼》中涉及古史的问题很多，和先秦诸子著作及其他各种古籍进行比较研究是不可少的工作
，当然这要增加许多难度，既然决心要作《周礼》研究，就应当是知难而进，工夫到了就会有所收获
。
彭林同志从读硕士研究生时起就在赵光贤先生指导下，开始对《周礼》进行学习并积累相关的材料，
读博士研究生后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写出了《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的论文，经答辩通过以后
，他又根据专家、学者的意见做了修改，并获得出版的机会。
从这本书稿可看出彭林同志在作《周礼》研究时未为旧说所囿，能独抒己见而有所创新，通过对“六
官”体系的论述，把握《周礼》的主体思想，揭示其时代特征，在研究结果上有所突破。
《周礼》是儒家礼经中《三礼》之一，一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所建官政之法”；而《仪礼》相
传“经”出自周公，“记”则出于孔子及后学；《礼记》内容庞杂，体系不一，盖出自孔门各派之手
，用以发挥孔门学说及礼之蕴藉者。
《三礼》内容丰富，而问题实多，是两千余年来经学史上争论未决的问题，也是经师潜心研究的中心
问题，盖“礼”为封建社会道德伦理寄托所在，无“礼”是为“无德”或“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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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礼》为儒家经典之一。
作者借由铺叙理想国官政之法的形式，展示其治国思想。
此书体大思精。
宏纤毕贯，且学术与治术兼包，历来为学者与政治家所重。
但在群经中，其出最晚，且无传授端绪，故其成书年代聚讼千年-迄无定说。
本书从剖析《周礼》所蕴涵的思想体系入手。
判定其由儒、法、阴阳五行三家熔铸而成。
三家学说，原本各为畛域。
儒与法结合，始于苟子；阴阳与五行结合。
始于邹衍；故此书不会早于战国。
儒、法、阴阳、五行四家思想融为一体，在《吕览》之后。
文景之时，黄老盛行，而此书无黄老痕迹，故推定此书成于西汉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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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林，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学研
究中心主任，兼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等；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
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
究》、《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礼乐人生》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在清
华大学主讲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均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曾
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
师奖、清华大学首届“十佳教师”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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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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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二节 富国思想  第三节 财政管理机制  第四节 重农本  第五节 抑工商第六章 《周礼》所设计的国
家政权模式  第一节 王的地位与权力  第二节 冢宰之制  第三节 三公与六卿之制  第四节 畿服所见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  第五节 《周礼》是理想国的典制第七章 《周礼》成书于汉初  第一节 《周礼》主体思
想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周礼》不成于一人一时”之说不可信  第三节 《周礼》不可能成书于西周、
春秋  第四节 《周礼》是否成书于战国  第五节 《周礼》成书于汉初附录一 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
色附录二 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子思学派对礼的理论诠释附录三 清人对敖继公之臧否与郑玄经师地
位之恢复附录四 先秦礼学形成的三阶段说附录五 亡尤室问学偶记附录六 作者论著要目（1985-2009）
后记增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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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该肯定，用金文材料研究《周礼》，成绩是显著的，这无疑是一个需要继续着力的领域。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其困难之处首先在于，铜器的出土是零星的、分散的
，时代或先或后，缺环也不少。
徐宗元先生从殷周至战国的铜器铭文中，择取五十多个官名（分为三十六项）与《周礼》职官比较，
认为《周礼》“六官之统系金文无证”。
他说：“惟材料有限，尚不能使王室侯国之官制厘为系表，亦予所以考官名而不考官制者为此。
”可见，用目前所能见到的金文材料，很难完整地重构周代职官系统。
刘雨、张亚初先生认为，“《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可找到根据”。
如其说不误，则犹有近四分之三的职官于金文无证，因而无法与《周礼》做全面比较。
其次，由于铭辞文体简约，金文中不少职官的职司范围并不清楚。
有的官名虽与《周礼》相同，但并非必为一职。
如《周礼?地官?司徒》掌理教育、赋税、产殖，但是《舀壶》铭云“更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自”
，则司徒管理成周八师之军队；《舀鼎》铭云王命舀“更乃祖考司卜事”，则司徒又掌卜事，而《周
礼》之卜事属春官掌理；《载簋》云王命裁“作司土，官司藉田”，则司徒又司王之藉田，而《周礼
》王之藉田是由天官之甸师掌理的；《免簋》云“王在周，令免作司土，司奠还散、眾吴、眾牧”，
则司徒又管理奠还之地的山林、川泽、畜牧等，职掌如此细微，足见其地位并不高，无法与《周礼》
六官之一的大司徒相匹。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此不赘引。
刘雨、张亚初先生认为，在金文里有根据的《周礼》官名中，有一部分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的《西周
金文官制研究》一书用力颇深，但由于上述的诸种困难，他们不能对《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下一断
语，而只能说：“《周礼》的作者在编书时一定是借鉴或参照了西周中晚期的职官系统，并吸取了其
中对他有用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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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是我的博士论文。
1989年4月通过论文答辩后，全文的详细提要曾在1990年第2期《文献》上刊登。
论文的主要部分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人文杂志》、《史学月刊》、《孔子研究
》、《史学史研究》、《管子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过。
这次出版之前，对原文的第一、七两章做了补充，其余各章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订。
本书是在我的导师赵光贤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
在写作过程中，赵先生从论文的结构到史料的运用等，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
每章初稿写成之后，先生都要仔细审读，详加眉批。
凡需要修改之处，都一一与我面谈，本书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
如果没有先生的指导，本书的完成是不能想象的。
在本书的写作和评审过程中，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杨向奎、张政烺、李学勤、刘起釪、杨希枚、王
玉哲、郑昌淦、张岂之、斯维至、刘家和、步近智、牟钟鉴、杨钊、李民、孟世凯、王德培、孙开泰
等先生对本书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具体的指教，这些对于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杨向奎、赵光贤先生为本书作序，张岱年先生亲笔题签，使拙作为之生辉。
杨向奎先生是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对本书指教尤多，并对我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
意见，对此，我深铭于五内。
在当前出版业不很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拨资印行这本销量不可能太大的学术专著
，使它得以面世，令人钦敬！
责任编辑陈宝良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本人学力，文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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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认为此书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
一是研究方法新，二是善于梳理学术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三是对《周礼》的成书年代作出了符合实
际的推定。
　　——斯维至，《光明日报》，1989年2月22日彭林在《周礼》中发掘出五行，又发现地官的双重性
质，是此书的重大贡献。
任何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把握其时代特征来判断作品年代，显然比在史料的枝节问题上考证具有更
多的科学性和更强的说服力。
彭林的结论虽然仍可以商讨，但他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却为《周礼》的年代考证开出一条新路。
　　——牟钟鉴，《文汇报》，1992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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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增订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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