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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系古史研究权威。本书所录皆作者多年来关于古史研究方面学术价值较高、最有代表性的论文。
它涉及先秦及秦汉政治、经济、学术等诸多方面；尤其是他对古史神话传说的研究，被日本学者高度
评价为从疑古派中出现，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努力开拓“新释古派”的“新境地”。至于
博征历史文献和青铜铭文，与考古材料相印证，详考西周列国及部族170多个，乃前人所未做之工作。
凡研究及对此期历史感兴趣者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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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卷一
重评1920年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辩论
云梦秦简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
释青川秦牍的田亩制度
卷二
论西周金文中“六■”“八■”和乡遂制度的关系
再论西周金文中“六■”和“八■”的性质
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
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发展 演变
战国秦汉的监察和视察地方制度
从少府职掌看秦汉封建统治者的经济特权
论秦汉分封制
卷三
商代的别都制度
西周列国考
卷四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史料价值
论梁惠王的年世
再论梁惠王的年世
楚怀王灭越设郡江东考
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
卷五
伯益、句芒与九凤、玄鸟
丹朱、驩兜与朱明、祝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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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古史辩》第七册因论古史传说中的鸟兽神话
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
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的巫术
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之源昆仑山的神话传说
卷六
上郡守疾戈考释
长沙出土的木雕怪像
汉代门阙前的“罘罳”
汉代木明器
汉代的多层建筑
考明器中的“四神”
纸冥器的起源
六博考
六博续考
“幌子”小记
古代四川的井盐生产
卷七
月令考
《令月令》考
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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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墨经哲学》前言
墨经哲学
卷九
墨学分期研究
墨学非本于印度辨
先秦的论战——中国学术史上有价值的一页
墨家世界观及其与名家的争论
名家考原
名家言释义
诸子正名论
《老子》讲究斗争策略的哲理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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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考明器中的“四神” 、纸冥器的起源、月令考 
2、对于礼制的考证很精彩，对于古神话的考证令人折舌。
3、2013/4/2，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发展演变。
4、暂看《西周列国考》，参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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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近检诸家《墨经》校释，倍感杨宽先生《墨经哲学》之绝妙。然百密或有一疏，试述区区之感以
贻笑君子。经 止，以（通已）久也。说 （止）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若[矢]过楹。有久之不止
，当“马非马”，若人过梁。（所引按杨宽校本）杨说在2003年上海人民版《古史论文选集》
页595-596。“经说”是因向墨家门徒讲解“经”而作的。杨氏在解说“经说”时，注意探讨墨家和名
家在解释各种概念尤其是宇宙论时的区别，这也是杨先生此书中一大卓识。如墨家之“宇”，意为“
弥异所也”，具体到“经说”中就是将“东、西、南、北”“家”（聚合）之。到了名家，就要把混
同概念离析为“大一”、“小一”，而此二概念又都辖于“宇”之下，结果就能把相差至巨的蜗角之
国同梁王之国相等同——梁可谓之宇，蛮氏之国亦可谓之宇。既然大小一体，那么《庄子·天下》中
就有人说“郢有天下”。这是名家对墨家观点的驳难。在论述上引经说时，杨宽先生也曾注意到名墨
之辩。梁启超曾据《庄子·天下》所载“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而说“矢之行于空间，必不能
无停留。就此极微而不能再分之点观之，则矢必曾止于此点也”。但从经说来看，前面已标明要论说
“不止”，怎么又能让矢“曾止于此点”呢？梁氏显然中了名家的圈套，把“不行”“不止”两种状
态混淆起来了。杨宽敏锐地指出，“梁氏混同名墨，强之以就《庄子·天下篇》，失之”。可惜的是
，杨氏并未把名墨相较的方法贯彻下去，该条经说有一解释的难点，在于“牛非马”及“马非马”竟
为何解。许多解释家都简单地把“牛非马”等同于不证自明的浅显道理，而“马非马”则是貌似荒谬
的论调。甚至有解释家为套用此观点，论述得非常迂回。如于省吾“当马非马，如人过梁，言水能限
人，而又桥梁则人得过之也。水以有梁而不以为水，犹当马而不以为马也”，无中生有出一个“水”
的概念，自然不能令人满意。杨宽先生的论述则失之于简，认为“止之义，既为已久”，那么“无久
之不止”，就是不止为不止，和“牛非马”一样是“当然之事”，而“有久之不止”，就是止为不止
，和“马非马”一样是“不然之事”，就好像“人过梁，每步接触至梁，皆有时间留滞，是为‘有久
’，‘有久’故不能说不止也”。然而正如邹大海师所言，人之过梁，在古人看来也必然不止，除非
他有意在走的当中停下来，而且按杨氏所论“人过梁”实为止，同总括此句的“有久之不止”冲突了
。杨氏的阐释也有问题。假如我们不要忘记“经说”是墨家同名家辩难的武库，那么此句解释就能简
明许多。按照“经”，“止”是按是否有时间间隔来定义的（杨氏将“以”作“已”，没有必要，也
不算错），“不止”，也就是动，则分为“无久”和“有久”两种。“经说”的作者对这两种“不止
”各举一例，以免读者混同“止”和“不止”的概念。其中前一个例子，是飞矢掠过门楹，速度很快
，且门楹较飞矢而短，飞矢过楹宛如一物体掠过一点，可视为“无久”，即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而
且矢在过楹前后，一直处于运动之中，这确实和“止”的概念，按照诸家所说，如同“牛非马”般简
单明了。后一个例子“人过梁”中，人行走速度慢，过桥的话当然要花费一些时间。更重要的是，人
过桥，宛如一点在线上运动，如果按照名家的辩难风格，必可说此时人在桥上，彼时人还在桥上，由
于在“有久”前后人都在桥上，故人是“止”的，“马非马”实指名家的此种诡辩术。故《墨经》为
杜名家之口，就直接指出“有久之不止”中须注意的似是而非的陷阱，若将“人过梁”视为“止”，
就和“马非马”一样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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