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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认为，风俗习惯是适应时代需求而产生的，“三代不同俗”，历代礼俗不同，不能拘泥于一
时，不能以古非今；各地的习俗是与各地自然条件相适应而产生的，表现形式各异，但本质相同，不
能用中原的一个标准去衡量、评价其雅、俗。
从具体的个人而言，每个人的取舍不同，想法不同，价值观不同，不能强求一致。
　　文中对是与非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作者认为，是与非有相对性，所观察的角度不同，看法也自然会有差异，“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
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
从自己以为正确的角度去看待别人的是非，只能说是局限于一隅，是不全面的，应该齐同是非，“择
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
　　作者在文中还重申了“时”（时代、机遇）的问题。
认为“时”是成功的前提，要“应时”，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时代而成功。
周武王、齐桓公等成就大事业的帝王，都是因为顺应了时代的需要而获成功的。
　　作者还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动乱产生的原因，他说：“夫民有馀即让，不足则争。
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
扣门求水，莫弗与者，所饶足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所有馀也。
故物丰则欲省，求赡者争止。
秦王之时，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馀也。
”这一观点，与《管子》所说“衣食足而知礼仪”的精神一脉相承。
本文中所讲贫富差距，以及要求节制“礼”等，似是针对汉代“厚葬靡财”而发的感慨。
从汉代的考古实际看，汉代视死如生，确实有厚葬的习俗，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从这里可以看出，《淮南子》确实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齐俗训》中的不少观点都很通达、透彻，表现出很强的宽容性，对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分析问
题、看待异己，避免以一己之好恶评判他人，避免主观性，避免狭隘的地域观念等等，有很大的启发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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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淮南子》的研究整理，自汉代即已开始，从今存资料看，东汉就有马融、许慎、延笃、高诱四家注
，但只有许慎和高诱两家较完整地流传到现在，这是我们今天阅读《淮南子》最为基本的参考。
自魏晋之后，经学渐成正统，诸子学被视为“异端”，受到冷落，《淮南子》也处于同样境地，东汉
时的那种热闹不复再现。
但是，《淮南子》广博的内容仍成为各种类书、字书等征引的对象，说明其流传还很广泛。
宋代，印刷术发明以后，《淮南子》的刻印本逐渐多起来。
北宋学者苏颂根据当时流行的几种版本，相互参校，确立了《淮南子》的一个校订本，他还开始分辨
许、高两家之注，为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许、高两家注打下了初步基础。
有明一代，刻书之风甚盛，《淮南子》的刻本也很多，各种节选本、批校本就更多了。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大兴，《淮南子》的校勘、笺释等成绩，也卓然可观，最突出的要数王念孙
，其《读淮南子杂志》二十二卷，除了用不同的版本校对外，还通过渊博的知识，运用文法学的观念
，用内证、外证，来校正一些不妥当的文句，一字通而全句通，全句通而全篇可读，解决了许多前人
未解决的问题，成为继许、高二家注后，研究《淮南子》的重要参考。
民国以降，对《淮南子》的研究开始考据与义理并重，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文本校勘方面比较
有代表性的有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何宁的《淮南子集释》、张双棣的《淮南子校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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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淮南子》的成书时间及作者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淮南子》一书，刘安自名为《鸿烈》
，《要略》中有“此《鸿烈》之《泰族》也”一语，便是证明，许慎解释说：“鸿，大也。
烈，功也。
凡二十篇，总谓之《鸿烈》。
”汉成帝时，刘向校书，撰写《别录》，把《内篇》、《外篇》总称为《淮南》。
《别录》早已失传，《汉书?艺文志》基本上保存了它的原貌，《汉志》著录有“《淮南内》二十一篇
，《淮南外》二十三篇”。
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认为：“《内篇》论道，《外篇》杂说。
”可见，《淮南》之名最早是由刘向确定的。
《淮南》而称“子”始见于《西京杂记》，云：“淮南王安，著《鸿烈》二十一篇。
鸿，大也；烈，明也。
言大明礼教。
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
”《隋书?经籍志》即以《淮南子》之名著录此书，称：“《淮南子》二十一卷，汉淮南王刘安撰，许
慎注。
”又“《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诱注”。
　　《汉书·淮南王传》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
姓，流名誉。
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
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
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
”一般认为，刘安自称的《鸿烈》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淮南内》，也就是后世流传的《淮南子
》。
根据《汉书》记载，刘安入朝献书时《内篇》新出，而他入朝时间是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至二年
之间，所以，《内篇》（即今本《淮南子》）在武帝建元二年就已经定形，这是《淮南子》成书的下
限。
其写作时间，可以断定在景帝末年到武帝初年，但要说具体是哪一年，就很难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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