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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董仲舒的公羊学是汉代儒家在特定的政治历史场域对《春秋》文本的解读，他的政治哲学着眼于国家
政治的高度，与传统儒家有所不同，但仍然是在继承孔、孟等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董仲舒有更
强烈的本体论诉求意识，他将孔、孟以来儒家思想中“天”的本体地位明确化了，其“天人哲学”显
露出个性鲜明的外在性格与宗教性诉求。他或许无意于对世俗专制政权做合法性的证明，却在中华帝
国的历史上制造了一种国家伦理政治的神话。他的政治哲学在汉代为儒家争得了政治话语权，也不可
避免地使儒家陷入了体制化、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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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涛，男，1974年生，山东青岛人，200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
浙江大学古籍所，获文学博士学位，2010年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现为山西大学哲
学社会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Page 3



《董仲舒的儒家政治哲学》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对《春秋》的政治哲学解读
第一节 《春秋》书法与历史的生成性理解
一、《春秋》书法修辞的解读问题
二、董氏解经学与历史的生成性理解
第二节 对《春秋》文本的微言解读
一、《春秋》修辞的总原则
二、《春秋》修辞的基本法则
三、《春秋》的书写技艺
四、《春秋》修辞的阅读策略
第三节 隐微书写的政治意志
一、隐微书写与政治避害
二、素王与书写的政治意志
第二章 对儒家政治理念的历史性言说
第一节 儒家人性论的政治之维
一、汉代以前的儒家人性论
二、人性论及其政治维度
第二节 儒家德政与国家正义
一、对儒家“德政”的树立
二、仁“作为国家正义的本质
第三节 “仁”、“礼”与国家正义
一、传统儒家对“仁”的阐释
二、礼“与国家正义的维护”
三、对孔子“仁”学的拓展
四、德政的“中和”境界
第三章 儒家政治理念的形上诉求
第一节 儒家终极根据的外向诉求
一、隐“元”显“天”
二、“天”作为本体的潜在诉求
三、“天”的外在性格的开掘与提升
四、以“天”替“道”
第二节 生存论体验的图景世界及天道观
一、董仲舒与孔门《易》学
二、生存论体验的图景化建构
三、生存论图景视域的“天”道观
第三节 图景世界的结构与话语越界
一、生存论图景世界的内在结构
二、“天人感应”及其话语越界
第四章 世俗君权的合法性与儒学制度化
第一节 世俗君权合法性的形上论证
一、“天”的外在实体化
二、国家政治伦常的神话
三、“天授政治”的无可奈何
第二节 儒家政治及其制度化
一、汉代的政治运命
二、汉代的开放政治与儒学制度化
余论：儒家革命论与话语专制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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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仲舒的儒家革命论
二、对传统儒家革命论的拓展
三、话语专制的历史宿命
附录：
一、《春秋繁露》的成书及流传
二、《春秋繁露》嘉靖刻本张元济题跋订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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