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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文献研究丛书》是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这个项目旨在反映我国当代部分学者研究我国重要古籍所取得的新成就。
    我国的古文献浩如烟海，其整理研究工作也源远流长，历代都有贡献。
尤其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由于在各个时代反复进行整理和研究，所以巳积累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
但由于这些古籍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良个时代的学者叉各自立足于他们的
时代，带着各典特征的学术视野、观点与方法来进行再认识；所以，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虽然一再重复
，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重复的工作在整体上却具有推陈出新、步步深入的特点，是传统文化和
传统学术得到创造性传承的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进程。
这样的进程显然在将来也要继续下去。
    前些时候，围绕着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曾有过激烈的思想论争，通过论争也取得越来越明确的
共识。
那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越是
对外开放便越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熏陶能够加深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中国作风
与中国气派的养成，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工程中，对于重要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因为这些重要古籍事实上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们不但传承悠久，而且从古至今都有深刻的社会影响
。
因此，我们站在自己的伟大时代，完全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的原则，进一步认清
这些古籍的本来面目，并更为科学地评估它们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古文献研究丛书》的作者，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中青年学者。
这些学者都受过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广的认识，并
在各自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提高了关于中国古文献学的造诣；同时在改革、开故的时代，也对各种外
来的学说和研究方法有所了解或吸收，因此具有在学术上反映时代特色并继往开来的潜力。
但由于本丛书是属于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研究项目，因此各书的内容仍以对古文献的考证
为主而兼及其它论述。
各书的研究形式并不一致，除多数为专书研究外，也有专题研究与论文集。
但在学术质量方面则有统一的要求，即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奉原则，学术观点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广泛掌握实际材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
由于各书都以考证为主，因此所有作者不管在研究中吸取什么新的方法，都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朴
学”的谨严作风，以实学为前提，对所有结论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力戒浮言臆说，绝不故弄玄
虛。
至于这些要求在实践中究竟做得怎样，则敬析学术界人士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由于组稿有先后，交稿有迟速，所以本丛书采取分批出版的方式。
现在，学术书刊出版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江苏古籍出版社却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做实事的原则，对本从书
的编辑出版优先安排，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保证出版工作高质量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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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洪利，1948年出生。
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留校行教。
后又师从金开诚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副教授。
主要从事于中国古文献学，先秦诸子学和训诂学等学术方向的研究。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古籍的立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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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总体上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属于地主阶级思想理论的范畴，是与地主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战国时代，封建制正处于上升的、初创的阶段，地主阶级还是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阶级。
但作为剥削阶级，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必然伴随着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还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随着地主阶级在政治上
的胜利，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这个矛盾会不断地加深激化，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孟子的时代，各诸侯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正在向着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迈进。
法家主张用耕战的办法走完这段路程，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办法。
但法家在对待人民的问题上却主张严刑峻法，反对争取民心的做法。
商鞅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
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
效于今者。
前刑而法⋯⋯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
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
”（《商君书·开塞》）“威”当读作“畏”，“民威”即“民畏”。
这段话的中心是说，要用刑罚统治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让人民畏惧严刑峻法，才不会产生奸邪。
如果让人民快乐，他们就会荒淫，荒淫就会产生懒惰。
稍后于孟子的另一位法家人士韩非也说：“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
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
人主者。
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
”（《韩非子·南面》）又说：“今不知治者必曰：‘欲得民心。
’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
”（《韩非子·显学》）认为用争取民心来巩固政权的方法是靠不住的。
只有“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韩非子·奸劫弒臣》）因而崇尚君主专制、强权暴力。
这两位颇有影响的法家人士的主张，虽然能收效于一时，但很快会激化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
秦始皇靠了这个办法统一了天下，旋即又被人民起义推翻，就是一个明证。
而以孟子为首的儒家，则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到日益加深的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上，主张用民
本思想来缓和这个矛盾，用仁政的办法实现封建制的统一。
从当时的情势看，盂子提山的方案与时代不太合拍。
他过分强调了并非当务之急的阶级矛盾，没认识到阶级的矛盾、人民的疾苦、上地的兼并、连年的战
争与建立封建一统王朝的必然联系没有深入地考察社会、分析形势，仪从儒家传统的仁学观念出发，
主观地、片面地认为矛盾、战争、民生之苦等等这一切构成社会危机的东西都真是由于统治者“仁”
的不够， 于是就设想了一套以仁学观念为核心、以民本思想为内容的仁政方案。
这套方案没有摸准时代的脉搏，因而被各国统治者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孟子所强调的阶级矛盾的确是不可抹杀、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如果不能及时地、妥善地解决，势必会爆发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动摇封建王朝的统治。
做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孟子为此殚精竭虑，提出用民本思想来缓和这个矛盾，这一点是无可厚
非的，甚至可以说孟子是一位头脑较为清醒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还闪烁着不少民主性的精华，表现了不少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少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首先，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人民希望得到土地，希望过上安定而温饱的
生活。
希望减轻沉重的赋税，希望避免战乱的侵扰，然而他们却无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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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此时挺身而出，为他们疾呼呐喊，以激烈的言辞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痛斥封建统治者的暴虐
无道，尽管主观上是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但在客观上可以说起到了人民代言人的作用，应
该说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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