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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并认真分析前人及时人对贾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生平事迹及著作
真伪、写作年月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辨，对其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文学等方面的思想，
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索。
作者对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贾谊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贾谊评传(套装共2册)》还对陆贾、晁错的生平、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亦不
乏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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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兴国，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株州市。
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同年，分配至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
1983年起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至今。
现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船山学社副
社长、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
主要著作有《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合著）、《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王船山认识论范畴
研究》（合著）、《运动与静止》、《当代中国哲学问题》（合著，任主编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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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正篇 贾谊评传
　第一章 生平及其事业
　　一、年少好学，通诸家之书
　　　(一)与法家和儒家的关系
　　　(二)与黄老之学的关系
　　二、初出茅庐，议论风发
　　　(一)任朝官的背景
　　　(二)在朝廷的主要建树
　　　(三)文帝疏远贾谊的原因及教训
　　三、身处逆境。
心忧天下
　　　(一)出傅长沙之心态
　　　(二)长沙三太傅任內的建言
　　　(三)《鹏鸟赋》所反映的心态
　　　(四)宣室谈鬼神
　　　(五)梁王太傅任內的建言
　　
　第二章 著作的真伪与系年
　　一、著作真伪，聚讼纷纭
　　　(一)关于贾赋真伪的考辨
　　　(二)对《新书》“事势”文真伪的主要分歧
　　　(三)余嘉锡对《新书》真伪考辨的贡献
　　　(四)魏建功等对《新书》真伪考辨的贡献
　　二、著作编年
　　　(一)早期著作
　　　(二)在朝廷任职时期的著作
　　　(三)在长沙王太傅任內的著作
　　　(四)在粱王太傅任內的著作
　　
　第三章 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礼治思想
　　一、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出发，突出地强调实行礼治
　　　(一)历史教训的总结
　　　(二)现实矛盾的反思
　　二、礼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关于礼治的重要性
　　　(二)关于礼的阶级不平等
　　　(三)关于礼的具体制度
　　三、不废法治
　　　(一)论法的必要性
　　　(二)发展了儒家的礼治思想
　　
　第四章 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
　　一、仁政思想与礼治思想的关系
　　　(一)仁为內容，礼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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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仁政思想的要点
　　　(三)士、吏与民之关系
　　二、民本思想的基本点
　　　(一)论民之重要性
　　　(二)民何以为本
　　　(三)如何以民为本
　　三、贾谊民本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一)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
　　　(二)贾谊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三)对民本思想的评价，
　　
　第五章 维护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一、汉初两个突出的社会矛盾
　　　(一)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扩展
　　　(二)汉初匈奴势力的扩张
　　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一)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制
　　　(二)定地制的思想实质
　　　(三)定地制主张的自相矛盾处
　　三、建三表，设五饵，与单于争其民
　　　(一)传统的夷夏之辨
　　　(二)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
　　
　第六章 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
　　一、从以民为本到以农为本，
　　　(一)汉初社会背本趋末现象的发展
　　　(二)重本抑末的原因
　　　(三)抑末以强本
　　二、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和积蓄
　　　(一)论粮食积贮的重要性
　　　(二)积贮寡少的原因分析
　　　(三)增加积贮的措施
　　三、反对私人铸钱，力图抑制末业
　　　(一)抑末的原因
　　　(二)文帝除盗铸令之背景
　　　(三)贾谊对除盗铸令的批评
　　　(四)解决盗铸的根本途径
　　
　第七章 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一、道论
　　　(一)“道”是一种统治方法
　　　(二)“道”是一种认识方法
　　　(三)“道”是一种宇宙本体
　　　(四)“道”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五)“道”是指伦理道德
　　二、朴素辩证法思想
　　　(一)关于物质运动的绝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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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运动的原因在矛盾
　　　(三)对汉代社会矛盾结构的分析
　　　(四)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
　　　(五)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
　　三、社会史观
　　　(一)重势
　　　(二)重民
　　⋯⋯
副篇 陆贾晁错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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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文帝这次与贾谊的谈话，后人有着不同的评论。
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文帝只关心鬼神之事颇不以为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宣室求仙访逐臣，贾生
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对于这种批评，吴则虞先生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文帝贾谊之间君臣关系十分亲密，“文帝不但是贾谊的第一个知己，而且可以推测《陈政事疏
》的各项主张，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帝已经接受而推行未果的。
”“李义山似乎惋惜着文帝错过了机会，没有把国家大事提出和贾谊商量。
诗人这个看法，是不深刻的。
我认为关于苍生的问题，在这以前，贾谊已经说得很多了。
既然说了，听了，信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呢？
正由于不问，才证明文帝和贾谊在苍生问题上已心心相印，用不着再问了。
并不是文帝错过了机会，或则有意不问。
”（《论贾谊》，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10月25日）我觉得争论的双方都把这次谈话看得过于认真
了。
李商隐认为君臣之间只能谈国家大事，殊不知能畅谈鬼神之事也的确反映了文帝贾谊之间关系亲密的
一面。
吴则虞先生看到了君臣亲密关系的一面，就认为他们“在苍生问题上已心心相印”，这也不尽然。
首先，“《陈政事疏》的各项主张”，大部分是在这次谈话之后提出的（关于这一点第二章 要专论）
，尚不存在“已经接受而推行未果”的问题。
其次，如前所述，贾谊提出某些正确建议（如《谏铸钱疏》），文帝拒而不听，所以难说他们完全“
心心相印”。
再次，通过这次谈话，文帝承认自己“不及”贾谊，因此才有以后的“数问以得失”。
这就说明苍生问题并不是如李商隐说的“不问”，也不是如吴则虞说的“用不着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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