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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评传》

内容概要

王符和崔寔、仲长统都是东汉中期以后的著名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东汉社会批判思潮前后相继的三个
重要代表。本书系统地考察了他们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学说。
    本书根据《潜夫论》，深入分析了王符的思想渊源和思想特征，全面评述了王符的政治、法律、哲
学、伦理思想和无神论倾向。根据《政论》和《昌言》的有关佚文，简要地评述了崔寔和仲长统的政
治、法律、经济、哲学思想。充分肯定他们当时在社会批判中的理论贡献，以及在两汉经学向魏晋玄
学过渡中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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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评传》

作者简介

刘文英，男，1939年生于陕西乾县，1962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华北
资讯中心学术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理事，兰州大学哲学系教授。著作有《中
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意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梦的迷信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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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评传》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王符评传  第一章  王符的时代、生平和著作  　一、东汉由盛而衰的历史变
迁  　二、“庶孽”和“处士”的卑贱地位  　三、同马、窦、张、崔的结识往来  　四、“潜夫”论政
的古典名著　第二章  王符的思想渊源和思想特征 　 一、对儒学同百家的兼容  　二、对“今学”同“
古学”的融合  　三、持异端同正统一纠葛　第三章  王符的民本论和政治思想  　一、“民为国基”  
　二、“国以贤兴”  　三、“君主的公私、明暗之理”　第四章  王符的富民论和经济思想 　 一、“
富民”为“太平之基”  　二、农业和工、商兼顾  　三、反对奢侈性的消费  　四、爱惜人民的劳动时
间　第五章  王符的赏罚论和法律思想 　 一、赏罚是“治乱之枢机”  　二、法令在治国中的作用  　
三、司法和“断讼”  　四、惩恶和行赦　第六章  王符的贤才论和人才思想  　一、贤才的标准和衡量
 　二、贤才的举荐和选拔  　三、贤才的考核和升黜　第七章  王符的元气论和哲学思想　　一、“莫
制莫御”的元气论　　二、“人道曰为”的能动说　　三、赞学重实的知识论　　四、旨在“明真”
的名辩论　　⋯⋯　第八章　五符的祸福论和无神论倾向　第九章  王符的德化论和伦理思想　第十
章  王符思想的历史地位　结束语附：崔寔评传附：仲长统评传附录索引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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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评传》

编辑推荐

刘文英编著的这本《王符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该书系统地考察了东汉中期以后的著名
的政论家和思想家王符和崔寔、仲长统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学说。    本书曾荣获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
项“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荣获首届“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奖”，是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
究工程，是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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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评传》

精彩短评

1、有深度,对于王符的评价很到位,想了解后汉和魏晋转变的人可以一看
2、这套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代思想家的书很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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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评传》

精彩书评

1、王符王符故居一生隐居著书，崇俭戒奢、讥评时政得失。因“不欲章显其名”，故将所著书名之
为《潜夫论》。王符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至今读其作仍给人一种淋漓畅快的感觉。与马
融、张衡等著名学者友善。他是庶出之子，舅家无亲，所以在家乡受歧视；又不苟于俗，不求引荐，
所以游宦不获升迁。于是愤而隐居著书，终生不仕。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同乡度辽将军皇甫规解
官回安定。乡人往谒，皇甫规冷落退职太守，而欢迎王符。以致时人传语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
缝掖。”可见他在当时颇负盛名。王符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后汉书·王符传》
）,题曰《潜夫论》。今存本35篇，《叙录》1篇，共36篇，虽有脱乱，但大致仍属旧本。全书以《赞
学》始，以《五德志》叙帝王世系、《志氏姓》考谱牒源流而终。其余诸篇，分题论述封建国家的用
人、行政、边防等内外统治策略和时政弊端，兼及批评当时迷信卜巫、交际势利等社会不良风气。“
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王符传》），而在思想上则“折中孔子，而复涉猎
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汪继培《笺〈潜夫论〉序》），大致以儒为体，以法为用。所以《文心
雕龙》归之“诸子”，而《隋书·经籍志》则入于“儒家”。在文学上，王符主张文章以载“教训”
，要“遂道术而崇德义”，批评当时学者“好语虚无之事，争著□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认为诗赋
应“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要“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批评当时文人“苟为饶辩屈蹇之
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务本》）。《潜夫论》基本上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他
总结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此立论，批评东汉后期政治弊端，是非明确，内容切实，说理透辟
，指斥尖锐。由于辞赋的影响，东汉政论“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
于西汉”（刘师培《论文杂记》）。《潜夫论》几乎通篇排偶，遣词骈俪，相当突出地表现着东汉后
期政论散文的骈化趋势，渐启建安盛行的华丽之风。《潜夫论》有清人汪继培笺注本。编辑本段王符
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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