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

13位ISBN编号：9787516110522

10位ISBN编号：7516110523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桂民

页数：241

字数：2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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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

内容概要

“礼”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荀子是对礼学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
李桂民编著的《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从战国时期礼学思潮的独特视角，对荀子思想做了
系统研究。
在研究上，围绕荀子思想的主线和中心范畴，以充分翔实的资料为基础，以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为
原则，以理论的深度诠释为主要方法，运用富于哲思的语言，从动态过程把握荀子思想的形成、特色
、来源、价值和话语元素，既注重荀子思想的细部刻画，也突出了荀子思想的语境分析，同时还对战
国时期礼学思潮的特点和荀子的理论回应进行了细致梳理。
《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适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教师、学生及人文爱好者阅读，对荀
子、先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研究领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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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民，1967年生，山东金乡人。
1987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年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获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
2003到2006年，师从张岂之教授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获专门史博士学位。
现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先秦秦汉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孔子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发表论文30多篇，参编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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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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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秋战国时期宽松的政治氛围，造就了绚丽多姿的诸子文化。
孔子尽管在世时声名显赫，但在政治上并无突出的建树。
春秋时期周礼的衰落和礼制的转型，是随着周天子的式微和诸侯的霸政而出现的，传统秩序的解体而
出现的变局，使人们愈加感觉秩序的重要。
春秋晚期社会的失序，使当时许多开明的卿大夫及儒家学者寄希望于礼治，从而形成了以礼治国的社
会思潮，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和发展了三代礼制文明的成果，特别是对周礼推崇备至
，希望通过统治者的典范效应和个体的修身，来重建社会的礼治秩序，但由于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
事实，即道义的力量必须有坚强的实力为后盾，因而使他们的理想之路布满坎坷。
　　早期儒学思想是自成体系的，确实指出了一条稳定、巩固社会秩序的途径，他们致力于培养和造
就君子，认为君子得志，则道就可以实行。
个体的修身无论是依靠内在的理性自觉，还是外在的行为约束，都要以礼为参照，尽管礼在政治和日
常生活中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但在当时，内圣却难以开出外王的事业。
就孔子而言，除在鲁国有过短暂的为官经历，却没能再有一展宏图的机缘。
孔子在外十四载，曾畏于匡、厄于宋、困于蒲、绝粮于陈蔡之间。
孔子虽然积极要求入仕，但同时有着独立高远的人格，在他看来，入仕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而不
是目的。
他的行为虽屡遭世人讥讽，但在孔子看来，“礼崩乐坏”的时局，才迫切需要振兴；人心不古的现实
，才需要提倡加强道德的修养，其思想固然带有回归三代的色彩，却表现了孔子强烈的救世色彩和忧
患意识。
孔子曾以“良禽择木而栖”比喻自己志向的高洁，“道之不行”的现实，并没有使他消沉，他注重的
是个体对社会的良知和责任，追求的是主体生命的完美和自由。
孔子并不因道之不行而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其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儒家在春秋战国时
期政治上的日益边缘化和在汉代的荣宠，并不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决定了儒家政治命运的变迁，而是由
儒家思想的固有价值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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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礼”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荀子是对礼学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李桂民编著的《荀
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以战国时期礼学思潮为视角，对荀子思想作了系统研究。
本书摒弃了传统的荀子思想研究模式，既没有采取把荀子思想分为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
教育思想等的分类方法，也没有采用从礼的起源、礼的价值、礼的本质等方面，来对荀子以礼学为核
心的思想体系进行研讨，而是抓住荀子礼学这条主线，并旁及荀子思想的各个方面，在论述萄子思想
与诸子间关系中来展开自己对萄子思想的把握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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