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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隋唐时代，是中国社会再度由分裂、动乱走向统一、安定的时期。
也是政治、经济、文化重新调整、发展，国力空前强盛，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
然而隋朝竟然重蹈秦代二世而亡的覆辙，在正当国富兵强之时，忽然土崩瓦解。
其原由究竟安在？
唐代建立了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统一大帝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领域都展现出繁荣富
强的景象和恢宏阔大的气度，乃至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其原因又在何处？
干百年来，人们在追缅贞观、开元之治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寻造成大唐盛世的根本原因。
可是，自晚清以来，学术史研究一致认定隋唐属于儒学衰敝佛学昌盛的时代，不知这一“佛学时代”
何以会在隋唐两代造成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
近年则有三教并重，思想开放之说。
这固然亦是唐代宗教、文化政策的事实，然而，三教并重之时，思想开放之际，中国文化还有没有其
赖以存在的固有根基，还有没有一凭以开放并吸纳外来文化的主体或曰发展的主轴？
亦有认为唐代儒学的最大成就，就是经学的统一，而这又恰恰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
好像大唐的文治武功、富甲天下、恩威远被、万国来朝，都是从佛家的诵呗声中、道教的符篆青烟里
演绎出来，惟与儒学的民本思想、治国安邦之策没有任何联系。
余自从学以来，疑之久矣。
及受师命，从事于隋唐思想研究，观史论世，方知世势之隆污，与儒学之兴衰息息相关。
则此书之作，实即研读此一过程之记录。
是耶非耶？
还望大方之家予以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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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刘知几更追求“外王”。
刘知几好史学，自幼及长，博览群籍，深思博考，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从没放弃史学志趣，书
写青史的巨大精神力量始终支持着他。
《史通·史官建置》中有一段话充分表达了刘知几对世俗人生、功名利禄、青史流芳的追求和未能建
立功业的感叹：“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蚌蜕之在世，如白驹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
而名不闻。
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
夫如是者何哉？
皆以图不朽之事也。
何者而称不朽乎？
盖书名竹帛而己。
”①刘知几从心灵深处感叹人生天地之间，生命之短促犹如“白驹之过隙”，耻于“当年”美好年华
未能建功立业，深恐没世而名不闻，其深沉的人生忧患与当年孔子长叹“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是
何等相似！
②刘知几认为，这种求取功名之心，谋图显达之志，上自叱咤风云的帝王，下至默默无闻的黎民百姓
，亦包括冠冕堂皇、显赫一时的“朝廷之士”和自命清高的“山林之客”，无不热切向往和积极追求
，而他们的奋发进取，追求功名均是为了“书名竹帛”以求不朽。
而这正是儒家传统的三不朽思想。
《左传》载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欲追求不朽，就须立德立功立言，儒家对人生境界的理解，激发了刘知几积极进取的精神。
唐代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
在历经漫长的分裂之后，中国又一次走向大一统，积蓄既久的统一愿望，至此表现为格外具有生命力
的勃发与张扬，空前的大一统的局面为唐代仕人积极进取提供了政治基础。
其次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原本在汉魏六朝无法晋身仕途的寒门仕子，看到了自己广阔的政治前景，
激发了参政从政的热情，知识分子得以报效国家，实现人生的政治抱负。
整个社会洋溢着昂扬的进取精神。
在这种进取的精神感召下，刘知几产生了无比的自豪感和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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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儒学史:隋唐卷》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我们为什么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
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
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
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
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
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
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二十一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
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
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更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
）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回顾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与西方文化（“西学”）的
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
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
可是在这样艰难的“中学”日衰的形势下，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
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广阔的胸怀融合着“西学”的精华。
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和复兴中国
文化的使命。
因此，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
会。
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
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
定了基础。
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
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结成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
新的现代儒学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
“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
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得越深入，它才会越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
“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
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作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
“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
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
家在二十一世纪“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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