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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此前学术界较少涉及的南北朝经学史为研究对象，在宏观考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举
凡南北朝经学的传承机制，地域性特点，经学家迁徙及其意义，经学与玄学、佛教、文学、文论、史
学之关系，诸经传播的不平衡现象及其原因，南北朝经学之异同，南北朝及隋代重要经学家的学术倾
向、治经特点、经学贡献等问题，皆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清理与比较信实的描述。
不仅使南北朝及隋代经学的学术特点与发展脉络获得清晰的呈现，而且其对唐代经学的影响及在汉唐
经学之间的地位与作用，亦得到较为客观而深刻的揭示。
    该书网罗资料宏富，几于巨细不遗。
全书结构，既有逐朝逐代的具体分析，亦有分门别类的全局考察，可谓体大思精，取精用宏，堪称中
国经学史研究的一大创获，为向来研究南北朝经学史者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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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焦桂美，1968年12月生。
文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在《文献》、《孔子研究》、《管子学刊》、《图书馆杂志》、《图书情报知识》等学术期刊上发表
论文二十余篇。
博士学位论文《南北朝经学史》被评为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博士后课题《孙星衍研究》获第四十二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拓展课题《孙星衍与乾嘉学
者》获第一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及2008年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三等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经学史、南北朝及清代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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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辐射    二、北朝经学的地域性特点      （一）齐鲁经学中心衰微之因      （二）河北经学地位上升之
因  第四节 经学家的迁徙与南北朝经学    一、经学家的迁徙现象及其原因      （一）由北入南的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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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北朝经学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南北朝经学的宏观考察　　第一节 南北朝师学的发展及其特色　　一、南朝师学的
主要表现　　研究发现，南朝师学并非直线发展，而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但其总体趋势呈逐渐
上升状态。
简言之，南朝师学在宋武、宋文、齐高、齐武帝时逐渐发展，至梁武帝时呈兴盛局面。
此将南朝师学分为宋齐与梁陈两个阶段予以考察。
　　（一）南朝师学的恢复与发展——宋齐之师学　　南朝经学是由东晋玄学化经学发展而来。
东晋轻经尚玄之风导致了经师盖阙之现实，宋齐师学的恢复与发展因此显得极为艰难。
其艰难程度从宋齐两代有影响的经师仅有八九人，远不能与梁代浩大的经师队伍相比这一史实中可以
想见。
但笔者认为宋齐师学的贡献不在于它自身产出了多少经师，而在于它为后代培养了多少经学人才、对
后代经学产生了多大影响。
如从这一角度看待宋齐师学，它的贡献又是巨大的。
　　揆之史传，对刘宋经学影响较大的经师主要有三人：周续之、雷次宗、关康之。
三人均高尚不仕，同入《宋书》、《南史》之《隐逸传》。
　　周续之是刘宋师学首开风气者之一。
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学承范宁与释慧远。
范宁为东晋反玄崇儒之名士，集解《春秋毂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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