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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主要涉及的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形成期，即所谓“原中
国”时代，其绝对年代是指公元前2000年前后到公元前200年前后，王朝是指夏、殷、周三代。
本书企图通过对照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描述出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并尽可能与当时的人站在一个地
平线理解其诸问题。
第一部分通过考察当时人的头发的象征意义以及人同植物比较产生的认识感觉，并通过分析象征这些
感觉的“世”字，解明了强固的祖先观念和血族意识所规定的人们的生命观和世界观。
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天地长久”，即家族和国家的永存，才是人们最大的愿望。
第二部分对处于上述历史状况中的《老子》思想作了解读。
作者认为，春秋时代的统治阶层广泛存在着《老子》式处世思想，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周围，
存在着参与政策决定的智囊，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史官。
他们在蓄积关于天、地、人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掌管万物运行的“天道”。
他们认为要想保持家族和国家的永存，必须基于天道进行统治及处世。
而《老子》即从道的角度，整理编辑了当时智囊们的教训、格言、警句，其内容是原中国统治阶层的
统治思想，即“天道”的相对化和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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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木智见，1955年生于日本岐阜县。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毕业，历史学博士。
曾留学南开大学（1979—1980）、复旦大学（1980—1982）。
现任日本国立山口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专攻中国先秦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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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田横一直抵抗高祖刘邦到最后。
刘邦甚至在即皇帝位后，还对田横的势力心有余悸，后来终于遣使邀请田横到洛阳作客。
被邀两次后，田横无奈，只能赴洛阳。
但是他在谒见高祖之前，以&ldquo;人臣见天子当洗沐&rdquo;为借口，趁机自刎，令从者把自己的头
颅献给了高祖。
随后，以献头颅的两位从者为首，得知田横自刎的五百名田横臣下一齐自尽。
《史记》的这段描写给人深刻印象。
然而田氏一族并不因此就灭绝。
世称&ldquo;长者&rdquo;，以清廉著称的汉朝官僚田叔，就是&ldquo;齐田氏苗裔也&rdquo;（《史
记&middot;田叔列传》），当然也就是舜的后裔。
汉初推行强本弱末政策时，把各个地方的豪族都强制移住到长安附近，其中就有&ldquo;齐诸
田&rdquo;，也就是田氏一族（《汉书&middot;地理志》）。
舜的余脉一直延续，远远超过两千年。
还应该指出的是，甚至那位新朝的王莽，也自称自己是田齐的子孙，舜的后裔，同时拥立舜和陈国胡
公满、田完等的后裔，在各个陵墓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汉书&middot;王莽传》）。
　　我们把田氏一族的历史一直记述到汉代以后，是为了说明存在于原中国时期人们价值观根底的血
族意识，一直到传统中国时期，还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意识和行动。
当然，在战国末期和秦汉交替时期甚至汉王朝时期，田氏一族所表现的诸种行动，不用说是在各种特
殊情况下，各人根据自己的信念所采取的。
但是继承田氏一族历史的这些人，无不令人感到某种高昂的气概，难道不是因为其行动背后有作为舜
的子孙的一种自负吗？
特别是田横寻找自刎机会所用的借口&ldquo;洗沐&rdquo;，也就是洗浴象征继承自舜以来生命力的头
发这个事实，令人感到他血族意识的强固以及对此意识的自负。
这难道是笔者牵强附会吗？
如前（第50页）所述，据传王莽为了掩饰秃顶，给帽子加顶，这不可能仅是一个外观问题。
可以理解的是，对王莽来说，作为舜的后裔，遮掩象征生命力、本应丰茂的头发，是一个必然的举动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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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企图通过对照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 描述出了这个时
代的特征，并尽可能与当时的人站在一个地平线理解其诸问题。
&ldquo;早期中国&rdquo;不仅是西方汉学研究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实用分类，而且是探求中国传统
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实质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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