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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张舜徽集》是继国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著作《张舜徽集》第一辑
推出后的第二辑。第二辑7部5册，内容涉及面更广。本书为其中一册。《周秦道论发微》是诸子学研
究中的力作，张舜徽先生将思想史与文献学结合起来，考论周秦道论为人君南面术，见解独到，发人
所未发。《史学三书平议》将《史通》、《通志》、《文史通义》中有关史学思想、史家素养、史书
体裁、撰写方法等方面的见解，择其要者加以疏证，对会通思想阐发尤其深刻。该书内容丰富，思想
精粹，创见甚多，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文集。

Page 2



《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肌�

书籍目录

周秦道论发微
前言
叙录
道论通说
序
第一 阐明“道”与“道经”之名义
第二 阐明“一”郎“道”之别名
第三 阐明周秦学者言主术同宗“道德”
第四 阐明西汉诸儒皆深识“道德”之要
第五 阐明荀子及伪尚书“危微”之语皆为主术而发
第六 阐明两书所称“人心道心”犹《礼记》中之“外心内心”
第七 阐明“危微精一”之本义
第八 阐明“人心惟危”原理在南面术中之实际运用
第九 阐明“道心惟微”原理在南面术中之实际运用
第十 阐明庄子所称“内圣外王”亦郎危微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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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先秦道论主要从南面术看待先秦的学术，有些偏了，没有照顾到其他方面。对老子和管子的解释
也是以南面术为中心。史学方面的还没看。
2、两部书都有单行本，不过不在手边。商务版陈鼓应注释管子四篇，连原文都敢整句漏脱，只好再
买一部来比对着读。
3、张先生是值得令人尊敬的大学大师，以往我们对有些不够格的人称其为国学大师，那是糟蹋中国
文化，张先生治学古典文化，精通文史哲，其著作堪称经典。
4、挺好的，一直想买的一本书，有参考价值
5、张先生的这两种著作都很是很有见地的，尤其是前者道论，读之耳目一新
6、书的质感非常好，繁体，古文，加上书卷香味。
7、喜欢张先生的著作
8、张大师的书，开卷有益。
9、张舜徽先生，学问自然没的说。这是第二辑里的书，2005年版，依旧繁体横排，但比第一辑的装帧
多了一点好处就是改成线装的了，可以免去书脊断裂之忧，印数比第一辑又少了，仅三千册，时过五
六年竟然还没被买完！诚可叹也！
10、张舜徽,一代不世出的国学大师，他的书，值得拜读
11、作者言“今天研究周秦诸子的哲学思想，由于古书难读，开始不可不倚靠前人的注说，但只能作
为理解字义、校正伪文的参考”，甚是。
12、经典著作，学习道家不可不读
13、图书内容很好,学到很多知识.
14、看来还得再读一遍，当初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读了等于没读
15、張舜徽先生这样看待道论，是否有迎合某时意识形态之嫌疑?
16、老子疏义有种搞笑感。。。
17、看之前要先打实自己的基础，不然会很挠头的
18、正本清源之作。还原了先秦语境下的老子真面目。读后方知世间众多解老者，盲人摸象而已。
19、张先生勾辑先秦道论要旨，功莫大焉。此书对于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实是不可或缺的研究。不过，
先生似乎不能理解自战国晚期以降此一所谓“治道”思想，无论在道家，还是中庸易传系统的儒家思
想中都发生了关键的变化，从而不再只是所谓“君人南面之术”的问题。以《管子》四篇而论，已见
端倪。西方希腊思想从前苏格拉底转向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系统的过程，经历了同样的转化。徒尚为
政，罕及为学，推尊治道，不明治心之本义，大概也不免“攻诸异端，斯害己甚”的批评吧？
20、很厚实的一本书啊，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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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慕名阅读“周秦道论发微”，本以为其会对道论有一种更发人深省的哲学解读。具体的要求就是
形而上的和宇宙论的解读。因为只有在远古时代，天人之间因为二元论思维的缺乏以及主体能动性和
机械主义的不足才会产生一种冥通。也即产生一种解释天地人万物何以共处的整体欲求。我称之为形
而上欲求。即便如早期儒家诸子（孔孟荀）文本关心人事，那也是从这种整体宇宙论退下后的作为。
对天，鬼，神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或者以此设定人事的界限。这种界限的引出其实是理性的
一种育发。尽管这种理性“本身不能赋予世界一个物质秩序，但至少可以提供某种社会契约”（艾柯
语）。但张舜徽先生的道论通通将这些模具般压制在他的一个“南面术”下。认为先秦诸子的一切言
论不过是为帝王谋管制之术。即或这一言论有正确的地方，但与学术已经无益了。因为它堵塞了学术
寻源的可能。如果道论通通为帝王术，那么帝王作为历史已经不在，道论与今日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
呢？对张舜徽先生的反对早在戴震时期就发生了。尽管张本人是当代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就
直寻孔孟，避开道、释两家进行的。而他的阐发也是希望给出一个活泼泼的人欲世界，而不是为帝王
某一家之言的。我个人总有一种深深的信念，大儒的世界不仅仅是政治的，而更重要的是对人间秩序
建立的责任。张舜徽先生是把他们狭隘化了。他们不过是政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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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379页

        都邑氏族方物三目

2、《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550页

        此辨颇精。

3、《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383页

        诗书殊科，独易非殊科乎？此张氏未深思而自矛盾也。又史汉之成也，本非欲成今之正史，乃欲
为一家之言也。知几不知，张氏何不言乎？

4、《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525页

        此说未探其本。

5、《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393页

        昔病序志妄，今则恨其略。

6、《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394页

        书出众手，例不得不密。密则严，严则多漏。此势之所然。

7、《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382页

        论多浮华，自可倡以务实，必欲废之，未见必是。

8、《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352页

        春秋经传初自是别行。然别行非不传经。传有经无，或即附益之例，未为经传各自成书之铁证。

9、《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545页

        张氏能辨随园非妄人，不能察实斋抵蔑之故，故说虽是而论未达，尚嫌失于一偏。

10、《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440页

        刘知己虽有追步刘勰之状，然何足并论！人何其疏也

11、《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346页

        未可尽非。彼释尚书之义，固为释汉人所以名之曰尚书也。故引其说实得汉人命名之意。其误唯
其或不知汉唐之称非先秦旧名也。故虽误而不尽非，有误打误撞之得也。

12、《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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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病其强分畛域此钱穆所以讥为史匠。

13、《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345页

        此张氏之言事之区也。故文史通义平议书教上颇赏实斋之说，以此故也。又见载言第三首条。

14、《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578页

        此节论《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论《通鉴》一节，遣词造
语，多有相似。

15、《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561页

        此总论全书，甚要。愚谓章氏精驳互见，难堪精读，若张舜徽之选评，若能尽其精华，则其事为
妙。惜张氏犹未尽也。

16、《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381页

        史通乃论，何故不能用骈丽之文？张氏过甚。

17、《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张舜徽集第二辑)》的笔记-第551页

        别录释体，又详见清人文集别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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