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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桂荣编著的《西汉时期荀子思想接受研究》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从接受学与诠释学视野考察荀子思
想学说在其身后的第一个重要历史区段的传播与接受、冲突与对话，揭示西汉思想界、学术界与荀子
思想的关联，呈现西汉荀学的发展脉络。
《西汉时期荀子思想接受研究》这一研究开掘出中国哲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具有方法论意义，能
够深化拓展荀学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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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桂荣，女，安徽怀宁人氏；以中师为起点，一路求学，先后获得学士学位（2000年）、硕士学位
（2010年）；期间在中学任教十四载；2005年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工作；2011年开始攻读博士
学位。
迄今在《齐鲁学刊》《江淮论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教育厅等
项目3项，参与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项目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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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礼和礼治也是贾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荀子有《礼论》篇阐述他的礼治思想，贾谊也有类似于荀子《礼论》的《礼篇》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
有学者曾直白地说：“凡是在（礼、礼治）这两个题目上与荀子相同，都应该视为受了荀子的影响，
或直接取自荀子。
”在贾谊心目中，礼是人的行为规范，是政治结构中、社会结构中的精神纽带及组织原理。
儒家的礼的内容，到荀子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贾谊所推崇的礼治思想，又是受荀子的礼治思想的影
响，并且有所拓展。
贾谊的礼既要遵循大一统的帝国赋予它的运行轨迹，服务于大一统帝国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又要在皇
权专制政治之下，建立人与人的合理关系，使每个人都能过着有秩序而又和谐的生活。
受到这两者的制约，贾谊接受了荀子的礼治思想，将法治纳入礼治的运行框架中。
其实，在华夏文化浸润的国家中，不可能完全依照法治的运行模式加以治理，或者说不可能形成独立
法治社会，只有以礼治为指导、法治为补充，社会才能运行而不匮。
《礼篇》可以说是贾谊礼的思想的总论：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
太子嗜鲍鱼而太公弗与，曰：“礼，鲍鱼不登于俎，岂有非礼而可以养太子哉？
”寻常之室，无奥剽之位，则父子不别；六尺之舆，无左右之义，则君臣不明。
寻常之室、六尺之舆处无礼，即上下踌逆，父子悖乱，而况其大者乎！
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
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
礼不诚不庄。
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
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
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
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
礼，天子适诸侯之宫，诸侯不敢自阼阶，阼阶者，主之阶也。
天子适诸侯，诸侯不敢有宫，不敢为主人礼也。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
君仁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
则从，妇听则婉，礼之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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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汉时期荀子思想接受研究》试图借鉴传播—接受学、诠释学的研究方法。
对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韩婴等西汉思想家、学者对荀子思想的接受情况进行梳理辨析，细
读文本，揭示他们的思想哪些来源于荀子，哪些是在对荀子思想的批评中产生，由此显示西汉政治、
学术与荀子思想的关联，呈现西汉时期荀学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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