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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与儒道释文化发微》是笔者黄钊近三十年来潜心国学研究的一个系统性小结。
全书收入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所撰写的三十余篇论文，其中大多数已在相关刊物上公开发表
。
之所以将它们汇集于此，一是所选论文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体系；二是对所跨越的
学术历程，作一次较为全面的清理与反思；三是将之奉献给读者，以便于读者朋友对敝人的学术思想
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从而便于彼此进行学术交流，并听取各方面的批评与教诲。
　　《国学与儒道释文化发微》题名为《国学与儒道释文化发微》，是因为全书的内容同国学与儒道
释文化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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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男，1939年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敦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兼政管与公关系主任。
日前主要社会兼职有：武汉大学中外德育研究中心三主任、湖北省孔子学术研宄会副会长、湖北炎黄
儒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研究会理事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等。
长期从事中围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独著或主编的学术著作9部，其中主要有《帛书老子校注析》(
独著，台湾学生书局l991年版)、《道家思想史纲》(主编，湖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古代政
治思想史纲》  (独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三德教育论荆》(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l997年版)
、《中国道德文化》(主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 000年版)、《儒家德育学说论纲》(独著，武汉大学出版
社l996年版)等。
另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哲学史》、《求索》、《中州学川》、《江西社会科学》、《武汉大
学学报》以／更《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湖北日报》等学术杂志与报刊上发表卡廿关学术
论文110余篇。
其著作干¨论文多次获得省部级优秀著作奖和优秀科研成果奖。
曾先后到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韩、德、法、奥、意、瑞士、比、荷等国进行学术考察。
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交流中心组编出版的《中国号家学者辞典》和由洲北省社科联组编出版的
《湖北省社会科学界名人》两书均对之作了专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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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编  国学综论  国学若干问题浅说    一  国学的内涵与外延    二  国学的现代价值    三  国学的普
及与提高  国学之“源”与“流”    一  关于国学之“源”    二  关于国学之“流”  国学的本质特征——
“尚道”    一  儒家所奉行的“道”    二  墨家所奉行的“道”    三  道家所奉行的“道”    四  法家所奉
行的“道”  论先秦人文思潮及其深远影响    一  儒家的人文理念    二  墨家、道家和法家的人文理念    
三  先秦诸子的人文理念对后世的影响  新时期必须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一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
要性    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能性    三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与方法第二编  《周易》探析  《易
经》——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    一  八卦作为早期文字符号，推动了我国观念形态文化的形成和文
字的产生    二  《易经》所透露的思想观念，推动了我国古代各种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易传》
与《老子》之比较，看《易传》成书的时代    一  《老子》比《易传》的学术思想更加成熟、老练    二 
《易传》晚出论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失误  关于《易传》成书时代之我见    一  《易传》思想资料的酝酿
与积累阶段    二  《易传》初本成书阶段    三  《易传》定本完成阶段  《易传》的道德理念浅析    一  注
重对《易经》道德观念的阐发与创新    二  大力倡导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精神    三  提出了一些具
有积极意义的修身原则  读《周易》管识    一  关于“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新解    二  关于“直、方
、大、不习”新解    三  关于“孚”字之释    四  关于“临者，大也”之训第三编  儒家道德学说浅探  “
六经”——儒家道德学说的理论源头    一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二  “六经”是儒家道德学说
直接的理论源头  论儒家对构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一  关于“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    二  
关于“见利思义”的以义制利精神    三  关于“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    四  关于“革故鼎新”的
改革变通精神    五  关于“仁者爱人”的博爱大众精神    六  关于“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    七  关
于“克勤克俭”的勤劳俭朴精神    八  关于“致中和”的尚中贵和精神    九  关于“居安思危”的民族
忧患精神    十  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献身精神    十一  关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
、威武不屈”的人格独立精神  论儒家道德在当代的现实价值    一  儒家优秀道德成果的自身素质决定
了它在当代的现实价值    二  我国新道德建设的实践证明儒家道德有现实价值    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儒家道德具有现实价值第四编  道家渊源及若干《老子》版本考论  论《老子》与《易》的血缘关系    
一  《老子》对《易》哲学思想的继承    二  《老子》对《易》的思想作了必要的扬弃  论道家学术与楚
文化的血亲关系    一  道家的基本思想与楚文化密切相关    二  道家“尚隐”的人生态度与楚文化密切
相关    三  道家的文字风格、诗歌体例亦同楚文化保持渊源关系  帛书《老子》的文献价值简论    一  帛
书《老子》有助于恢复原本《老子》的完整体系    二  帛书《老子》有助于订正今本《老子》字句的讹
误    三  帛书《老子》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老子》的思想  竹简《老子》的版本归属及其文献价值探
微    一  竹简《老子》应为一种摘抄本    二  竹简《老子》可能出目稷下道家传本  《河上公章句》成书
于西汉中前期考论    一  《河上注》之成书不能晚至魏晋    二  《河上注》之成书不能晚至东汉    三  《
河上注》当成书于西汉中前期《老子想尔注》作者及其思想体系考述    一  关于《老子想尔注》的作者
   二  《想尔注》对构建道教教义的理论贡献    三  《想尔注》的道教伦理观念第五编  稷下道家与黄老
道家若干著作考论  《管子·水地篇》的成文时代及其理论贡献    一  《水地》应成文于战国中期    二  
《水地》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学说及其理论贡献    三  《水地》是古代先民治水实践的哲学总结  《文
子》若干问题考说    一  关于《文子》这部书    二  《文子》的宇宙观  《黄老帛书》相关问题辨析    一  
关于《黄老帛书》的若干问题    二  《黄老帛书》思想体系的基本特点    三  《黄老帛书》的宇宙观  《
鹗冠子》若干问题探讨    一  关于《鹗冠子》这部书    二  《鹛冠子》的宇宙观第六编  道家的学术价值
与研究方法探讨  论道家学术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  道家学术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优势    二  道
家学术的理论贡献  道家的生态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一  《老子》的生态理念表现形态    二  庄子的生态
理念    三  《淮南子》的生态理念  道家的和谐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一  道家和谐思想的基本内容    二  道
家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  从简帛《老子》的研究所引出的方法论思考    一  对出土简帛文献的评价不能
人为拔高    二  对传世今本文献的评价不能人为贬低    三  研究出土文献切忌主观臆测  关于出土文献研
究中的存真与失真之我见    一  关于内容“失真”的问题    二  关于“篇名失真”的问题    三  关于“篇
序失真”的问题    四  关于“‘肯定帛书《老子》不分章’失真”的问题    五  关于“‘将错就错’的
‘章序失真”’问题第七编  道教与佛教散论  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渊源    一  吸取和利用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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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成果    二  吸取利用了原始宗教的思想遗存  论道教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楚辞》给予道教文
化以深刻影响    二  楚地的巫术文化也给了道教文化以重大影响  论葛洪《抱朴子·内篇》长生成仙说
的理论体系    一  全力论证了长生成仙的可能性    二  系统探讨了长生成仙的途径和方法    三  重点突出
了道教徒的价值观、人生观及其生活理想  隋唐时期隆盛的佛学思潮概说    一  隋唐佛学兴起的缘由    
二  隋唐佛教鼎盛的具体表现    三  隋唐佛教一些主要宗派的理论创获  东山法门的开创，标志禅宗的正
式形成    一  东山法门开创了禅门发展的新局面    二  东山法门时期的禅学理论创造达到了很高境界    三
 慧能的禅学思想渊源于东山法门  东山法门的奠基者道信其人    一  关于道信的简要生平    二  关于道信
禅法的主要渊源    三  道信的禅学理论创造  中国古代宗教伦理的现实价值    一  应当重视发掘中国古代
宗教伦理的现实价值    二  佛教和道教伦理观念的表现形式及其现代价值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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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笔者黄钊近三十年来潜心国学研究的一个系统性小结。
全书收入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所撰写的三十余篇论文，其中大多数已在相关刊物上公开发表
。
之所以将它们汇集于此，一是所选论文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体系；二是对所跨越的
学术历程，作一次较为全面的清理与反思；三是将之奉献给读者，以便于读者朋友对敝人的学术思想
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从而便于彼此进行学术交流，并听取各方面的批评与教诲。
    本书题名为《国学与儒道释文化发微》，是因为全书的内容同国学与儒道释文化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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