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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
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主张。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
都应该是统一的。
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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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勇，1956年生，安徽濉溪人。
198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
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中国儒学》、《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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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董仲舒是秦汉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思想既是秦汉之前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总结，又是秦汉社会开辟新时代的思想独创。
　　也就是说，董仲舒的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过汉代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此后二千年的中国社会与文
化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在他之后直至辛亥革命发生时的两千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文化走向不能说完全按照董仲
舒的设计而发展，但受其深刻影响则是学者不争的事实。
　　家庭　　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订，对于理解董仲舒的思想与学术并无太大关系。
他那短促的一生除两度匆忙地在政治舞台略微亮相之外，似乎一直在宁静的乡间过着牧歌式的田园生
活；他虽然对人生、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进行过深湛的思考，但似乎又对自己周围最应该熟悉的环境
显得那么陌生，那么冷漠；他贡献出值得人们再三玩味的宝贵思想，而自己却过着单调、乏味的平凡
生活。
　　董仲舒，字宽夫，约生于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刘恒前元元年②。
西汉广川董故庄（今河北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人。
其生平事迹大概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董仲舒传》等极为有限的资料。
　　董仲舒生于文景盛世时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村家庭，关于他父母、祖上等家庭详细情况已不甚可考
，能够知道的是他家“田连阡陌，牛马成群”，且拥有大批藏书。
其家庭境况大概相当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耕读之家”。
　　师承　　在董仲舒出生之前，西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诸侯封建割据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
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得以确立和逐步巩固，在黄老政治与民休息无为思想指导下，人民得离
战国诸侯相争、楚汉诸强相互残杀之苦，一个经济上渐渐由复苏到繁荣，政治上由分裂到统一的局面
正在慢慢形成。
　　政治局面的稳定，经济生活的繁荣，使汉王朝于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痛下决心废除了秦王朝
不得私藏诗书的禁令。
时距董仲舒出生12年。
这一禁令的废除，使得儒家经传、诸子杂说纷纷重现。
加上汉王朝从建国伊始就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如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下诏郡国访求贤才；文帝
即位之初（前179年）要求地方政府选贤举能——这一年正是董仲舒的出生之年。
所有这些都诱使当时的富家子弟又埋首经典，追逐于仕禄之途。
　　董仲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他的早年如同一切富家子一样，为追求功名富贵而发愤求学。
　　据比较可靠的传说，董仲舒在其青少年时代，即已博览先秦诸子，除专攻《公羊春秋》和阴阳五
行学说外，对传世儒家经典诸如《周易》、《诗》、《书》等均有深湛而独特的见识与研究。
其学习精神十分刻苦，“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
董仲舒的这种劲头一直保持到晚年，“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
对学问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关于董仲舒的师承渊源，司马迁、班固都没有明说而隐约其辞，这大概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事。
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时代的人，少年时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太史公自序》等篇中“余闻
董生日”，便被学者认为是引述乃师董仲舒的话。
　　司马迁既为仲舒弟子，其隐约其辞地描述乃师董仲舒的师承渊源线索应该大体可信。
在《史记·儒林传》中，我们可以寻绎出董仲舒《公羊》学的师承脉络。
简单地说，公羊高为子夏弟子，四传而至公羊寿，当汉景帝时始与胡毋生著于竹帛。
其时，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公羊春秋》，而齐之言《春秋》者又多受于胡毋生。
胡与董均以《公羊》名家，且同为景帝时博士。
　　《汉书·儒林传》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
似乎二人仅为同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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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徐彦《公羊解诂叙疏》则明说董仲舒为胡毋生弟子。
当然，不管他们二人是否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胡对董有一定的影响既为两汉学者公认的事实，那么我
们也便没有什么足够的理由可以怀疑。
　　胡毋生关于《公羊》学的著作今不可见，而董仲舒关于《公羊》学的著作则有《春秋繁露》。
这中间是否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现代著名学者吴承仕推测说：“何休所隐括使就绳墨者，实略依胡毋生条例，则五始、三科九旨、七
等、六辅、二类、七阙之义盖本之胡毋生，而寻求归趣，往往与《繁露》相参。
窃意董、胡创通大义，科旨之条已有伦脊，后师转有附益，至《春秋公羊文谥例》之伦作而集其大成
，此约略可知也。
”吴氏之说颇有见地，盖董仲舒勤于笔耕，将胡毋生见解融会贯通，故后人再也难以寻找到胡毋生的
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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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天不变，道亦不变。
治乱兴废在于己 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
　　——董仲舒（中国·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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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勇教授精研求是，刻究深遂，以知人论世的方法辨证这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中国西汉时期著
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思想与学术贡献，是至目前为止关于董仲舒研究的为数
不多的成果性评传作品。
　　董仲舒（前179-前104），字宽夫，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
他的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过汉代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此后两千年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都曾产生过重要的
影响。
　　历史上对董仲舒的出生地有三种说法，一是景县广川镇人；二是枣强县广川镇人；三是德州广川
县人。
从史书记载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故居旧址、村边祠堂、碑刻内容以及董故庄村民对董仲舒的敬仰之情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董仲舒系今河北景县广川镇河渠乡大董故庄人。
　　是谁在孤独地激扬自己的人生，影响千年中同人思想的儒之先当贤们，越遗干山万水，倥偬岁月
，我们存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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