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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学丛书”第一辑的十部著作已于2011年出版发行，此次第二辑十部著作整装待发。
本辑的第一本是栾栋教授主编的《人文学概论》。
这部书稿既是一本研究性的著作，也是一种人文学的切题教材。
绪论部分首先从学科发生学体察，循序渐进地揭示了人文学的生态概观；其次是从古代艺文志逆推，
道动于反地回溯了人文学的古根远源；再次从学术场合论发凡，圆观宏照地擘画了人文学的毗邻大类
；最后从学术集约论综述，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人文学的学品基质。
正文部分共分三编，以栾栋教授关于“文史哲互根”的命题作为提纲挈领的聚焦点，钻仰古今人文学
术大师的人文深衷和思想智慧，把握人文学作为重大研究领域的时代精神。
第一编是对华夏人文化成的探索，主要揭示《周易》、《道德经》、《论语》、《庄子》、《史记》
、《文心雕龙》等古代典籍的人文思想，说具体点，是从人文学的角度，阐发中国文史通义的学术精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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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栾栋，陕西子长人，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二级教授，外因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代文
学、法国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
先后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德法谣语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西北大学中文系、法国弗朗什——孔
泰大学历史文献编纂中心、索邦第一大学哲学系，获法国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学位。
在国内外出版《美学的钥匙》、《艺苑散步》、《感性学发微》等著作5种；译著《美学》（德尼斯
·于斯曼著）、《黑格尔与黑格尔主义》（雅克·敦德著）等3种；在《中国社会科学》、《国外社
会科学》、《哲学研究》、《世界哲学》、《文学评价》、《外国文学研究》、《法国研究》
、Inharmonique、Promethee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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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解经释卦的古今通贯　　《周易》的两栖文明机制体现于古今通贯。
《周易》是《易经》与《易传》的合体。
《易传》是先秦诸子对《易经》的释解，其中心是将自然的“易”转向人伦社会的“易”。
高亨介绍《易传》时说：“《周易大传》简称《易传》，乃《易经》最古的注解。
⋯⋯均作于战国时代，不是出于一人之手。
作者《易经》一书多加以引申枝蔓甚至歪曲附会的说释，以阐述他们的世界观，可以说《易传》是借
旧瓶装新酒。
《易传》虽是筮书的注解，然而超出筮书的范畴，进入哲学书的领域。
作者虽然不是一人，而其世界观并无矛盾。
”高亨的介绍突出了《易传》作为战国诸子释易哲学书的特点。
战国时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轴心期。
对于这一时期，雅斯贝尔斯认为是人类文明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集聚能量的突破期，奠定了
以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和标准。
轴心期的《易传》以《易经》为阐释对象，为《易经》注入新的时代思想。
这一新的思想立足于已有的文化资源，是在吸纳诸多远古文化资源基础上的推陈出新。
可以说，《易传》是古今通贯后的人文结晶。
　　语言学的聚合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易传》阐释《易经》的人文转向。
语言学认为，聚合关系是语言符号链条上具有相同作用的成群符号。
叶蜚声主编的《语言学纲要》对聚合关系下了这样的定义：“在链条的某一环节上能够互相替换的符
号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它们自然地聚集成群。
它们彼此的关系叫做聚合关系。
”在聚合关系中，词语的选取往往为一定的表述目的服务。
《易经》中爻辞的表述多具有不确定性，或是主语缺失的表述，如“履霜，坚冰至”；或是比喻性的
主语陈述，如“潜龙勿用”。
在比喻性的主语陈述中，主语的聚合关系是灵活多变的，对主语的不同理解传达出不同的意蕴。
《易传》对《易经》的阐释倾向于将《易经》比喻性的主语阐释为现实性的伦理关系，从而赋予《易
传》道德理性的整体意蕴。
以乾卦六爻辞为例，从《易传》六爻辞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易经》的爻辞陈述的是比喻性的主
语“龙”，比如“潜龙勿用”，“勿用”陈述的主语是“潜龙”，“龙”是比喻性主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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