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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学史》

内容概要

本书为“专题史系列”之一。经学是自西汉中期开始确立起来的、以阐释儒家典籍为内容的思想学说
。叙述“经”与“经学”概念的定义；经学与儒学的异同关系；经学的来源及其结集；“经”与儒家
学派之间的关系；经学的起源及其早期的传授；经学时代的确立；经典的范围及其逐渐扩大的过程；
经学在中国封建时代所起的作用及历代封建统治者提倡经学的原因；经学的流变及经学时代的终结；
历史中出现过的经学的各个系统及其流派（分别从汉学、宋学、清学、近代四个系统作了具体的叙述
）；经典（包括十三经及四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内容大要、结构篇章、真伪以及一些有争议的问
题；经典研究中的各种方法和体例（分别从口头说经、“师法”“家法”、章句训诂、义疏、义理、
考据等各方面作了具体的叙述和介绍）；历代学者在经学研究方面的成就简述；经学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影响；经学史研究的概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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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学史》

作者简介

许道勋，（1939-2000年），浙江温州平阳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考取研究生，1965年毕
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唐史研
究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员。著有《唐太宗传》、《唐玄宗传》、《贞观政要今注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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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学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学的由来及终结  第一节 经与经学的定义  第二节 先秦儒学及其经典结集  第三节 经学时代的
确立  第四节 经典范围的扩大过程  第五节 经学的流变及经学时代的终结第二章 学派界说之一：汉学
系统  第一节 传统经学流派诸说述评  第二节 汉代今文经学  第三节 汉代古文经学  第四节 郑玄“通学
”  第五节 汉学宾“中变”形态  第六节 汉学系统的总第三章 学派界说之二：宋学系统  第一节 “宋学
”之名的由来及含义  第二节 北宋经学变古诸派  第四节 《四书集注》：程朱“理不”派  第五节 “六
经注我”：陆王“心学”派  第六节 以经为史，以史治经：浙江学派第四章 学派界说之三：清学系统  
第一节 “清学”的含义及由来  第二节 清初经学之重振及开创人物  第三节 清代中期的经学研究与学
派  第四节 常州学派与宋学派第五章 学派界说之四：晚清系统  第一节 近代经学的主要特征及内涵  第
二节 近代今文经学诸家  第三节 近代汉字兼容诸家  第四节 近代古文学经学诸家第六章 经典的内容和
解经的方法  第一节 “六经”次序与《乐经》之有无问题  第二节 《周易》  第三节 《尚书》  第四节 
《诗经》  第五节 “三礼”  第六节 《春秋》与“三传”  第七节 其他诸经  第八节 纬书、石经、古写
本经  第九节 经典注释的方法与体例第七章 经学的作用与影响及经学史研究  第一节 经学的作用与影
响及经学史研究  第二节 经学对传统学术文化的影响  第三节 “五四”以来经学史的研究附录一 本书
征引书目与论文附录二 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有关儒家经典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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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学史》

精彩短评

1、感觉讲得四平八稳。
2、资料详尽，层次清晰。
3、这本书真的很不好买，也只有当当网才有这么方便了。该书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经学史专著之一，
很难得，对于我们这些文科生来讲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资料啊。
4、挺适合像我这样对经学谱系不了解的人。。。
5、起码知识点都全了。。。
6、简明、清晰
7、门径之门径
8、比较规范的学术史著作。
9、中规中矩
10、经学史的东西。 我宁愿推荐这个，也不推荐周予同
11、入门了解
12、目验。社普。常识为主。当然是要比吴雁南的要好些了。

Page 5



《中国经学史》

精彩书评

1、本書作者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對史事較熟悉，從宏觀上把握得不錯，較之其他基本經學史著作，
特色還是比較鮮明的；但對經典原本讀得不透徹，論述時常常出現短板的現象。對歷代經學要著的舉
例可看出常常不得要領。其間錯誤亦有不少，需要讀者慧眼明辨之。

Page 6



《中国经学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