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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词称起源甚久，其概念的应用始于商代卜辞的“中商”，即殷商时已有“中国”意义
的称谓。
①商代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常与方位、方国相对而称。
②在先秦古籍中，“中国”词称的总数甚多，其所含的意旨约略有五种，而以指称为诸夏的领域为范
围者最多，五种意旨的基本意义，都指出了确定的领域，即说明在秦汉统一之前，“中国”词称的共
喻定义已非常明确，主要的表示是同族类的性质及同文化的教养。
自秦汉以后，两千年朝代更替，各以朝代为国名（号），但“中国”之自号称呼至近代仍未放弃。
③笔者于多年前讨论夷夏观时，也曾约略论及“中国”的称谓及其意旨，但未多细论。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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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宋学源流与中国近世社会，并以此为题获得了浙江省社科规
划重大项目的立项支持。
为了推进海峡两岸同仁对此领域的研究，去年4月，宋学研究中心依此项目，联同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在杭州召开了有关宋学与宋代社会文化的学术研讨会
，本期集刊就是这次会议论文的选编。
本辑收录了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宋代社会自由
度评估、略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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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略论司马
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论张载的“气质之性”及其谱系的开展——由分解与圆融二义为诠释进路
从“春秋学”转入“易学”——北宋“金陵王学”(1021—1067)的“天学”构造洛学与永嘉元丰九先
生的“违志开道”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革新论北宋皇后的丧礼唐宋变革期的一个面向——从“律合格
式”到“敕令格式”再论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北宋熙宁间地方行政一瞥——以杭、台二
州对日僧成寻之接待为中心之考察两个同财共居大家族的演变历程——宋代司马光家族与姚氏家族研
究宋代禅宗僧人的行脚及其困境论盟誓背景下北宋对辽策略的恐惧心理北宋陕西路气候变迁论妈祖信
仰在宋代的嬗变及其成因从吃大蒜到吃辣椒——宋代以来四川的人群变迁与主要辛味调料的改变沈括
与医药学南宋状元策试析苏学嫡传苏伯衡——兼论蜀学对浙学之影响略论北宋尚意书风对明代书家之
影响宋中兴高孝光宁四朝实录修纂考南宋社会文化学家王应麟仕履系年考释南宋“制造御前军器所”
与“御前军器所”考辨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宋代家族史研究述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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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把道德本体化、终极化的思路，集中体现在宋儒在伦理道德方面主张“天人合一”的一贯思
想.这里的“人”并非指“常人”，尽管儒者大多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实际上能与天合一的人
只能是具有庄严崇高地位的圣人。
事实上，道德的本质不过是以善恶评价为基本方式来寻求满足人的需要的最佳行为方式和品质的一种
文化现象。
它的特点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这只不过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环，而中国古
代思想家却将之作为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大加渲染。
另外，道德是具体历史的范畴，道德起源于人类协调社会的需要，而社会的和谐和有序最终又源于生
理、安全、归属的需要，所以道德首先是一种人类自身为维护和谐、有序的社会而加以利用的手段而
不是目的，更非宋儒所界定的那种终极目的。
这样，道德也具有了功利的意蕴，而并非仅仅作为一种人道的原则而存在。
道德的最根本原则应是人道与功利结合的原则，人道原则规定道德追求的最佳目标，功利原则规定了
道德追求的最佳行为方式。
儒家圣人观念最严重的缺憾一是不认为道德是具体历史的范畴，将以血缘宗法关系为轴心的封建道德
悬设为宇宙本体，圣人弃欲人理，与理为一，抛却丰富多彩的感性人生，将其挤压成一件道德标本。
二是没有体察到道德的功利价值，即如何以合乎人性的伦理规范去协调社会价值取向与人们的行为方
式，片面地以道德为道德，存天理、灭人欲，不顾个体的特殊性而一味要求统一和服从，竭力主张“
学以至圣人”，实际上则导致个体道德自律水平的降低，因为以圣人为圭臬，标的太高，常人难以企
及，故只能流人虚伪。
而赋予圣人太多太强的创造力又必然导致漠视个体的创造力，在圣人面前，个人的创制显得实在微不
足道，因而民众非常合乎逻辑地沦为历史上的群氓。
新儒家巨子唐君毅也觉察到这一点：“圣贤之道，只有一自上而下之自觉地重实现的精神，而缺乏一
如何使凡人之精神，以次第上升之客观路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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