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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焦、京易学新探》从哲学与史学的角度将整个西汉易学进行条贯，把孟、焦、京易学放在整个
西汉经学发展史中进行审视，所以在此要费些笔墨将孟、焦、京易学产生之前及产生之时的政治背景
与学术演变进行评述，以期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的包括易学在内的整个西汉学术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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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智1967年4月出生，山东聊城人。
现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6年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1990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被分配至部队工作。
1999年从部队复员后，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
201O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主要从事易学研究特别是象数易学研究及英文翻译工作。
曾赴中国台湾及新加坡、比利时、法国、德国等国家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
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赴美国哈佛一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2010年11月赴瑞士苏黎世国际分析心理学
院讲学，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赴德国埃尔兰根一纽伦堡大学做访问学者。
现已出版学术专著3部，译著1部，发表学术论（译）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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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昭帝时（公元前86～前74年在位）霍光秉政。
由于霍光不学无术，虽然他证实夏侯胜根据《洪范五行传》推灾异而推测出他与张安世之密谋后“大
惊，以此益重经术士”，但总体来说，他对经学之士并不是从心底里重视，所以这期间没有特别受到
重视的儒家人物。
据《汉书·儒林传》可知，董仲舒的学生瀛公为昭帝谏大夫，治《尚书》的夏侯胜在昭帝时被征为博
士、光禄大夫，比较大点的官是“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的韦贤，在昭帝时“征为
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
就《易经》来讲，田王孙在昭帝时为博士，但最终也没有升任什么具体的官职。
梁丘贺初始的老师京房（案：此京房为杨何的学生）也只是做到齐郡太守。
昭帝时任御史大夫、丞相者如车千秋、王诉、杨敞等人皆非通经之士，只有一位治《韩诗》的蔡义官
至丞相，亦因霍光秉政而只是做个陪衬而已。
由于昭帝无嗣，所以当时也没有太子太傅、太子少傅等。
因此，昭帝时是整个经学较为黯淡之时期。
 至宣帝时，经学重新受到重视，也是经学系统进一步分化、章句之学大为彰显之时。
就《易经》来说，在宣帝时期，施、孟、梁丘三家从田王孙及杨何易学系统分化出来而自立门户，最
终于宣帝末皆被立于学官。
其中梁丘贺升至少府，位居九卿，深受宣帝信任与赏识。
宣帝时任丞相者魏相、丙吉、黄霸等人皆非专门治经之士，所以梁丘贺在专门治经之士里面是官位比
较高的一位（治《齐诗》的萧望之在宣帝时亦曾做过少府），说明《易经》在《五经》中的地位也在
逐渐得到提高。
宣帝时，孟喜称从其师田王孙处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孟氏《易》在宣帝世比梁丘《易》立于
学官之时还要早。
所以，在宣帝时，《易》阴阳系统开始以《经》的身份跻身官学。
 元帝时又将大谈阴阳灾异的京氏《易》立于学官。
虽然（易》阴阳系统得到官方认可，但治《易》阴阳者如京房的学生殷嘉、姚平、乘弘等只做到郎、
博士，而没有升居御史大夫、丞相等高位者。
专说阴阳灾异的高相易学则始终没有被立于学官。
而施雠兼梁丘贺的学生张禹至成帝世曾位居丞相，张禹的学生彭宣于哀帝末迁为御史大夫，转为大司
空；张禹的另一个学生戴崇则至少府，为九卿。
可见此时《易》经相对于其他诸经来说已被推至极高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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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孟、焦、京易学新探》由齐鲁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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