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衡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衡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9066180

10位ISBN编号：7309066189

出版时间：2009年6月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邵毅平

页数：4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衡研究>>

前言

　　王充的《论衡》，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部巨著。
对于《论衡》及其作者的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自1980年代初起，我便开始从事《论衡》的研究，至今已历十余年之久。
在这期间，陆续写成了十五篇论文，总计二十五万字左右，先后发表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各学术刊
物上。
现在将它们结集为一书，以对此研究作一初步总结。
　　大多数《论衡》研究者的研究重点，是《论衡》的思想；但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则是关于《论衡
》的成书、与王充其他各书的关系、流传、评论等等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便无法正确地开展对于《论衡》的思想的研究；而长期以来这些问
题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在关于《论衡》的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种种问题。
当然，本书也并不忽略对于《论衡》的思想的研究，只是所取角度大抵与一般流行的研究有所不同。
　　本书的第一编“《论衡》的成书”，旨在探讨《论衡》成书方面的若干问题。
第一章《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考》，通过若干重要史料的分析与考证，否定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
的“《论衡》的写作经历了自明帝永平初至章帝章和时或和帝永元初的三十余年间”的旧说，提出了
“《论衡》作于自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余年间”的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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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汉王充的《论衡》，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部巨著。
《论衡研究》以文献学、考据学等传统研究方法与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学、原始思维理论等现
代研究方法相结合，在关于《论衡》的成书时间和过程、《论衡》篇目排列的内在联系、《论衡》颂
汉诸篇的写作动因、《论衡》与王充其他各书的关系、《论衡》的早期流传影响史、《论衡》的评论
史、《论衡》的思想和文论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实事求是的新说廓清了长期笼罩于《
论衡》的各种偏见和迷雾。
《论衡研究》的韩国版（繁体字版）出版于1995年，国内版（简体字版）则始终没有出过。
这次由作者精心修订后出版，以供海内外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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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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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正如每组文章内部的篇目排列一样，这七组文章之间也完全是按照写作时
间的先后排列的。
关于这一点，正如本章引言中所说的，黄《序》已经有所注意。
《论衡》的各组文章之间，经常互相提及，一般都是排列在后的各组文章提到排列在前的各组文章，
绝没有相反的现象。
如第五组的《恢国篇》，曾经提到第一组的《初禀篇》；《须颂篇》曾经提到第二组的九虚三增和第
四组的《顺鼓》、《明雩》、《讲瑞》、《是应》、《治期》等篇；第七组的《对作篇》，曾经提到
第二组的九虚三增，第五组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第六组的《论死》、
《死伪》、《订鬼》等篇。
从二组提及其他篇目的差异来看，正因为第六组的《论死》等篇在第五组之后，在第七组之前，所以
第五组没有提及而第七组提及了。
黄《谱》说：“据此，则《论死》以下等篇，必成于《宣汉》、《验符》诸篇之后。
”其推论甚是。
由此可见，《论衡》的七组文章，不仅其内部是依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列的，而且组与组之间也是依写
作时间的先后排列的。
换言之，可以认为《论衡》全书是依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列的。
　　其次，《论衡》的每组文章内部，都有较为一致的中心议题，但是，每组文章之间，却往往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当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又可以看到全书建立在“疾虚妄”精神上的统一性）。
比如，第一组文章是论性命问题的；第二组文章是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论之虚妄的；第三组文章转而
论述政治与人事；第四组文章则回到了第二组文章评论天人感应论的方向上来；第五组文章又一次离
开了对于天人感应论的评论而转向歌功颂德；第六组文章又回到“疾虚妄”的主题上来，但中心议题
是社会习俗方面的迷信现象；第七组文章则对上述各组进行补遗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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