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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系贵州师范大学吴雁南教授主编的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陆王心学对中
国社会的影响”课题的基础研究项目。
“陆王心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课题的最终成果《心学与中国社会》一书已于1994年1月正式出版。
作为其基础研究的《中国经学史》的出版却迟迟落在它的后面，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经学史》涉及范
围非常广泛，难度很大。
周予同说：经学是“中国学术分类法没有发达以前之一部分学术综合的名称”。
它的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和层面，并居于主导地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封建社会的正宗学术思想，经学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中国经学，撰著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专著，对我们来说，尚属一
个新问题。
本着弘扬中华文化、繁荣学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热忱，为了把这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做得好
一些，我们对《中国经学史》一书的书稿作了多次修改。
此书的撰写工作大致经历了九个春秋。
起初，我同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涂鸣皋教授策划此书的编撰工作，并邀请对中国经学史有较多研究的
李禹阶、秦学颀等几位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参加编委会并撰写书稿。
由吴雁南、李禹阶两位同志主持编委会工作，并聘请戴逸同志为本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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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学萌发于以农立国的宗法制下的古老中国，其经典为古代中国道术之总汇，突出地表现出其学说，
理论和思想主张的两重性：既讲因革变易，又标尚平撕、折中与不变；既提倡独立思考，倡说对经书
《尚书》不能尽信，要敢于藐视不遵礼义的大人物，又宣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
之言”。
既标尚忠信，又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为一些侈谈大方向正确而违背道德
准则之徒提供理论依据。
既标榜尚汤．武革命，除暴安民，又倡言事君必忠，不许造反·既倡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又谓：“
君子思不出其位”，既要人们立大志，声言“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又谓“父母在，不远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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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相对独立的经学形式及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出现的变化的时代特点和阶级性，都很
突出。
　　从经学的演变看，在历史上曾出现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三大派别。
这三大派别的兴衰更替及至清代之三大派的并起，勾画出两千年问经学演变的极为粗略的轮廓。
经学经过长期的酝酿，形成了一种自成体系的学术，在其相对独立的行程中，表现出它的特定内容、
形式和演变规律。
这就是经学的所谓“继承性”。
但是，观念性的东西不过是在人们头脑中变位易形的物质性的东西，在注意其继承性时，还应引向深
层次的研究，进一步考察造成经学在各历史阶段的演变、发展以至衰落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西汉今文经学的兴盛，就是因为它提倡《春秋公羊传》，其中“大一统”、“正名分”的
“微言大义”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
开始兴起于西汉末年的古文经学，至东汉名儒辈出。
作为今文经学的对立面的古文经学，同今文经学展开斗争。
这种“经学上的派别争斗，如果当作一种隐微的折光来看，今文经学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在
政治上得势，古文经学反映别有一部分人企图在政治上得势，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
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
者。
”①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内部宗派林立的局面，统
于一尊，主要是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
北宋统一以后，鉴于五代的篡弑剧烈，君臣一伦遭受严重挑战，为了强化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倡忠、
孝、节、烈，强调“存理灭欲”，将封建伦常置于特殊重要地位，成为宋学的重要特征。
宋学在发展中分成两大派，程、朱一派强调理的绝对性，陆、王心学则强调理在心中。
及至清代，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宋学三派并起，对垒与融合相交错，经学进入总结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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