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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依据《庄子·天下》篇的分判，古之道术的“分裂”，有不同的途径，最要紧的有三类：“数度
”（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
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数度”乃是沿袭古时的规章制度，“六艺”是以经典的形式承载道术，而道术的内在理路，则是百
家之学称道的对象。
但此种分裂往往由“不得已”之势所决定，如耳目口鼻之分途。
三者之间，表现形式和侧重点固有不同，但“古之道术，无乎不在”，“内圣圣王，皆原于一”。
“百家之学”对于“数度”，特别是对于“六艺”，不能视而不见。
在先秦“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子学时代”，考究其分裂之前共有的道术背景、经典资源和
分裂之后对于道术的追求和对于经典的称引，是了解那个时代思想世界的一条主轴。
换言之，“殊途”与“同归”，其实都有可追寻的线索。
　　子学时代的经学母体经学之肇始，多以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为基点
。
但新近出土的思想史文献，不断提醒我们，先哲对“六艺（经）”的尊崇由来已久。
其中，春秋时代于会盟、社交的场合赋《诗》言志几乎成为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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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子学时代的经典资源之一《诗经》与先秦哲学的关系为中心，从先秦子书引诗的体例与范围，
诗句哲理化的方法论问题等角度出发，考察《诗经》对孔子、思孟学派和道家等先秦思想流派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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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乾，甘肃古浪人，1973年生，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中国
古代宗教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经》与先秦哲学>>

书籍目录

前言  “古之道术”的分裂与重构第一章  子学时代的“说《诗》”问题　一、多能明之　二、书于竹
帛，传遗后世　三、与化为人　四、农战，君臣，名誉与《诗》　五、圣贤与时世：说《诗》者的异
同　六、《诗》之失第二章诸子引《诗》明理之体例　一、依诗句出现的标示　二、依引《诗》的句
式及用意　三、诸子引《诗》的几个特点第三章  “一言以蔽之”与诗篇的思想性　一、兴于《诗》
，以立言起思　二、《诗》之思，思无邪　三、民性固然，《诗》无隐志　四、因《诗》知礼、乐　
五、《关雎》之改　六、述而不作　——《诗》的学术化和思想性第四章  断章取义与诗句的哲理化
　一、断章取义的意义　二、“用意”和“本义”　三、孔子等人断章取义的模式　四、“上下文”
与引《诗》者第五章  子思学派之《诗》学与哲学　一、孔门《诗》教与子思学派　二、《毛诗故训
传》引子思学派之《诗》说　三、子思学派所引《诗》篇及原诗主题　四、“君子慎其独”与《诗》
　五、“型（形）于内”与“德之行”第六章　儒家引《诗》明理之谱系　——以“民之父母”为例
　一、家国（邦）天下与修身　二、一体化与分离化　三、从《诗》、《书》看“民之父母”　四、
“自我”的位置与大同理想　五、“民之父母”的哲学基础与价值取向　六、如保赤子　七、劝勉、
批判与革命　八、“民之父母”的落实之处 附录一　“鸢飞鱼跃”集说附录二  《孟子·梁惠王》篇
（上、下）《诗》说集评  罗静主要参考文献 后$E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经》与先秦哲学>>

章节摘录

　　何知先圣大王之亲行之也？
子墨子日：“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
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墨子·兼爱下》）　　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
，欲后世子孙法之也。
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
（《墨子·贵义》）　　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
不止此而已，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
日：“将何以为？
”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
《皇矣》道之日：“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
（《墨子·天志中》）　　今执无鬼者之言日：“先王之书，慎无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
有，重有重之，亦何书之有哉？
”子墨子曰：“《周书·大雅》有之。
《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穆穆文王，令问不已。
’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
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
”（《墨子·明鬼下》）“知先圣大王之亲行之”的根据，并非“亲见”，亦非“并时”，而是他们
曾经把自己的经验利用各种手段记载下来，传承给后世。
换言之，“竹帛金石”的使命就是“传其道于后世”。
后人既然可以知道先王的言行，有什么理由不去效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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