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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理解与构建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一中心议题来研究《吕氏春秋》的总体思想，将《吕氏春
秋》放在战国秦汉学术、思想史的大背景、大视野中来透视其思想和学术的意义，并由此提出对“杂
家”和《吕氏春秋》之作为“杂家”的独到理解。
全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讨论《吕氏春秋》的编撰与结构，尤其对十二纪、八览、六论的构成与涵义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
入分析。
下篇讨论《吕氏春秋》中的君臣民及其相互关系，在讨论中注意辨析不同学派的异同及思想与时代之
间的因应互动。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思想的历史研究”，对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之异同，战国时期“士”的身份变
化，及《吕氏春秋》中“道”观念的融汇等问题都给出了新的很有说服力的解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关于战国秦汉问的学术流变与政治转型的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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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慧，女，四川巴中人。
1990-1997年问先后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并相继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
1997—2003年间在韩山师范学院任职。
2003—200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2006年毕业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
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历史、思想、文化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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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一  传世本《吕氏春秋》与初本的一致性问题
    1.今本编次与初本是否一致
    2.今本内容与初本是否一致
  二  《吕氏春秋》思想研究现状
    1.《吕氏春秋》思想研究历程与现状概说
    2.当前《吕氏春秋》思想研究中尚待深入的问题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上篇  《吕氏春秋》的编撰与结构
第一章  《吕氏春秋》的编撰与成书
  一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二  编撰群体与编撰方式
  三  《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
    1.《吕氏春秋》成书于哪一年
    2.《吕氏春秋》是否一次成书
第二章  十二纪、八览、六论的构成与含义
  一  十二纪结构分析
    1.十二纪内在体系的统一性与矛盾性
    2.十二纪纪首之外四十八篇编次分析
    3.如何理解十二纪内在体系的矛盾性
  二  八览结构分析
    1.《有始》与《有始览》
    2.八览的内容与层次
  三  六论的内容与结构
    1.六论的内容与层次
    2.六论编次之义
  四  《吕氏春秋》数字形式之寓意
    1.问题的由来
    2.12×5之寓意
    3.8 x8之寓意
    4.6×6之寓意
    5.如何理解《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
  五  览事论理、顺天之纪——《吕氏春秋》三大部分的构成与含义
下篇  《吕氏春秋》中的君臣民及其相互关系
引言
第一章  字义辨析
  一  关于“君”、“臣”、“民”、“士”、“人”
  二  “君”形象的历史演变与战国后期语境中的“君”
  三  诸子著作中的“君”
第二章  《吕氏春秋》中的君主形象
  一  《吕氏春秋》中的“君”与“主”
    1.《吕氏春秋》中“君”字的用法
    2.《吕氏春秋》是否主张多级君主制
    3.关于《吕氏春秋》中的“千乘”
    4.“主”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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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几点认识
  二  理想的君主
    1.《吕氏春秋》对君主的品评区分
    2.《吕氏春秋》中的“贤主”
第三章  君守何道
  一  何谓君道
  二  利而勿利
  三  用非其有
第四章  臣与君臣关系
  一  《吕氏春秋》中的“贤者”
    1.理想的臣：“贤者”、“士”
    2.何为“贤者”：超越学派纷争的宽宏态度
    3.《吕氏春秋》对“贤”的理解
  二  基于“一体”“分职”认识的君臣和同
    1.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君臣和同
    2.基于“一体”“分职”认识的君臣和同
  三  君臣关系：理想与现实之际
第五章  民与君民关系
  一  民是群氓
  二  民是与天同气的群氓
  三  民本与君本：循环的逻辑
第六章  如何看待《吕氏春秋》对君臣民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一  总体上的统一
  二  理解和解说中的内在冲突
  三  与诸子之说的比较
结语
  一  如何看待《吕氏春秋》思想及其出现
  二  战国后期的政治走向与《吕氏春秋》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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