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5111648

10位ISBN编号：7305111643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时间：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包兆会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首先介绍了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的概况，接着分道家、儒家、文艺思想与士人主体的关系、
学术思想取向等各个角度对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做了全面细致的探讨。
作者不是简单梳理、排列文艺思想观点，而是自觉运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注重从文化史、学术思
想史、主体心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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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兆会，男，1972年生，浙江临海人。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美学、文艺学和庄学研究。
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访问学人。
曾主编《中国美学》杂志。
著作有《庄子生存论美学研究》、《庄子》、《文学变体与形式》（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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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先秦时代，在上者勤于干戈，在下者亦忙于迁移到那些施行仁政的国家。
到了汉初，民心开始知倦，战争的创伤还未过去，老百姓不再向往以前那样到处迁移漂泊的生活，社
会也需要安定，所以汉初的当权执政者迎合当时社会需要，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以黄老之说治国，内
则主申韩刑名。
及至文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社会富庶且开始充满活力，这时先前所提倡的休养生息政策
已不适合，尤其是面对经过休养后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人之欲望的激增，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地
方诸侯势力的极端扩张，这时候需要国家有新的法度和纲纪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而不是一
任汉初的自由散漫和无为。
另，在汉武帝时，先前困扰中央政府的功臣、外戚、同姓三系之纷争也基本结束，中央政府的统一权
威已开始确立，而边境匈奴的骚扰因先前的忍让而变本加厉，在本朝国力日趋强盛之际，有必要给予
其教训甚至重创。
在这种情况下，武帝时期的政治文化之变革势在必行。
钱穆先生分析说：“及于景帝，既平七国之变，而高庙以来功臣亦尽。
中朝威权一统，执申韩刑名之术，若可以驱策天下，惟我所向。
然申韩刑名，正为朝廷纲纪未立而设。
若政治已上轨道，全国共遵法度，则申韩之学，亦复无所施。
其时物力既盈，纲纪亦立，渐臻太平盛世之况。
而黄老申韩，其学皆起战国晚世。
其议卑近，主于应衰乱。
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世之憧憬。
” 所以，汉武帝执政时期采纳了研治春秋公羊学著称的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尊孔子所编订
的五经，以效唐虞时代王官之学，以统一全国言论，加强中央集权。
同时，兴太学，置明师，推广教化，扩大儒家思想影响。
将解读经书与仕宦利禄结合起来，选官择吏取儒生，尤其是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拜为丞相，封平
津侯，致使儒学成为当时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
 对于当时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执政者也能兼容并包，并未米取强制性的罢黜运动。
吕思勉先生曾指出：“汉崇儒之主，莫过于武帝。
其为治，实亦儒法杂。
”武帝的继承者昭帝、宣帝在行政中也兼综合各家思想。
宣帝曾公开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西汉后期元成诸帝偏重儒术，儒生势力空前膨胀，经学昌盛。
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四》中说：“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
以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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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作者包兆会博士多年前曾就读于北师大文艺学专业，在我的印象中是一
位勤于思考且善于思考，在治学上颇为自信，甚至近于执拗的青年学人。
后来他到了南京大学，学业不断精进。
近年来我们在学术上常有合作。
兆会为人言出必行，重然诺，颇有汉人风范。
每次答应的事情，必然依约完成，绝不敷衍拖延。
他多年来致力于汉代文化史、学术史、文学思想史的研读，功力深厚，创获颇多。
这可从这部专著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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