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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诚，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
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负责人、国家第二
类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负责人。
1998年获“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2002年获：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称号。
1998年、2002年、2007年连续三届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学术界推举为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屈原学会副会
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化文学、巴蜀文化、俗文学。
著述甚多，承担多项教育部重大课题，学术水平高，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李诚教授同对长期关注中小学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强调青少年人文素质的培养，他认为家长
乃至整个社会对孩子、对学生应该有平实客观的评价，尊重孩子、学生的选择和愿望，让他们朝这些
方向发展，这才是最好的教育。
他在2008年被评为“四川省师德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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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元蒙统治者也试图以中原文化来补充其统治，如兴办学校，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
教科书，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确立程朱理学的地位等等，但都仅仅流于形式，而且儒学的
影响力呈日益下降之势。
一方面元代诸帝的汉文化水平都不太高。
虽然忽必烈比较重视汉文化，尤其是儒学，后来的仁宗、文宗和顺帝的汉文化水平都较之前诸帝为高
，但是，毕竟不能和唐、宋时期相比。
尤其是读书人的地位极低，待遇极差，很大程度遏制了文化的发展。
 元代对宗教的崇奉是远在儒学之上的。
中原地区本土的道教，包括全真教、太一教、正一天师教，还有藏传佛教在元代都大行其道，各地道
观寺庙极多，僧、道人士在元代都享有较高的地位。
据《新元史·释老传》记载，佛教徒公开参预政治活动，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
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
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祆教（即拜火教）等也都得到传播。
其实元代统治者是懂得利用这些哲学和宗教信仰来帮助其统治的。
元仁宗就曾经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
”（《元史·仁宗纪》）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南宋后期已经受到很多人的责难，
元代思想远较前代解放，对程朱理学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一些。
元人王恽在《上世祖皇帝论故事书》中就指出，宣扬礼教“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
 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信仰，既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也造成信仰一定程度的混乱。
 儒学的地位不太高，表现在元代的读书人地位是很低的。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自隋、唐以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虽然能够考中举人、进士的毕竟是极少数人，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
元代立国以后，五十余年不开科举，后来也是时断时续，几乎所有的文人一下子都失去了方向，平日
赖以进取的诗词文章，现在变得一钱不值。
读书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
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见于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日：‘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
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
吾人岂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
’”虽然是滑稽之语，但未必没有根据。
南宋另一个遗民郑思肖在《心史》中也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
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
”只不过把“匠”换成了“猎”，把“娼”换成了“民”。
“儒”的地位是一点都没有提高的。
现在有的人认为没有这样的等级划分，又没有证据，倒还不如相信两位南宋遗民的话。
 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高压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和南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盘剥。
元代统治者的生活是极其奢侈腐化的，他们对农业生产不重视，而官府横征暴敛，百姓卖儿卖女，流
离失所。
因此，从元朝建国之初，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反抗就没有中断过。
元代末年，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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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小百科书系:元曲小百科》由巴蜀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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