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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龟卜文化》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龟卜文化》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都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龟卜文化的革徐，也可以说是一
部系统的龟卜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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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龟卜文化》

作者简介

刘玉建,1961 年 4 月生于山东文登市。 1982 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1986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2 年
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现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周易研究》学刊编辑。 研究方向为易学及中国哲学.
主 要 著 作
《传统文化溯源 : 中国古代龟卜文化》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2.4
《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下册）南宁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1996
《周易正义导读》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中国当代易学文化大辞典》（人物卷）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2000
主 要 论 文
1 殷周龟卜考 周易研究 1990/01
2 《左传》、《国语》中卜例（之一）周易研究 1991/04
3 《左传》、《国语》中卜例（之二）周易研究 1992/01
4 中国古代龟兆起源新探 云南学术探索 1992/03
5 试论商周的重卜轻筮 山东大学学报 1992/04
6 侯果易学研究 大易集要 齐鲁书社 1994/03
7 马融易学训诂对汉唐易学的影响 山东大学学报 1996/04
8 论虞翻易学批评 象数易学研究 齐鲁书社 1996
9 论虞翻别卦逸象 象数易学研究 齐鲁书社 1996
10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建构 历山学刊 1996/02
11 论虞翻卦变说中的两种特殊变例 理论学刊 2001/04
12 魏晋至唐初易学演变与发展的特征 中国哲学 2003/10
13 周易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源头活水 光明日报（理论版） 2004/02/24
14 《子夏易传》真伪考证 山东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1995/04
15 郑玄爻辰说述评 周易研究 1995/03
16 试论京房易学中的世卦起月例── 兼与朱伯崑先生商榷 周易研究 1996/02
17 五行说与京房易学 周易研究 1996/04
18 论虞氏易的震巽特变及权变 管子学刊 1996/03
19 论虞翻易学中的月体纳甲说 益阳师专学报 1996/04
20 试论两汉易学的传承—— 与尚秉和先生商榷 理论学刊 1996/02
21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说略 湖湘论坛 1997/05
22 郑玄易学杂论 湖湘论坛 2000/05
23 论魏氏月体纳甲说及其对虞氏易学的影响 周易研究 2001/04
24 魏晋 至唐初易学演变与发展的特征 周易研究 2003/04
25 论唐代易学名家孔颖达的易象观 社会科学战线 2004/03
26 孔颖达易学诠释学原则及意义 管子学刊 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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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龟卜文化》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神圣的龟          第一节 龟的原始崇拜          一 占卜及占卜物          二 龟的原始动物崇拜      第二节
龟的神灵            一 四灵之说            二 龟为四灵之首        第三节 龟的宝贵            一 龟为国宝            二 龟为
财富          第四节 龟的“寿蔽天地”         一 占卜物需有旺盛生命力      二 龟的寿命          第五节 龟的天地
人之象         一 龟的天地之象          二 龟的人象        第二章 龟卜的起源        第一节 原始征兆迷信        一 原
始征兆            二 征兆迷信的产生和发展     三 原始占卜盼产生           第二节 龟兆的由来           一 龟兆与先
民烤食龟            二 龟兆与河图洛书的传说        三 商代龟兆与龟的自然花纹     第三节 龟卜起源的时代推
测            一 文献中所见关于原始社会的龟卜       二 龟卜起源于伏羲时代  第三章 夏代龟卜概述            第
一节 夏代龟卜的传说       一 夏帝卜杀神龙                二 夏帝启卜铸鼎                三 夏禹涂山之卜               四 大
禹征龟               第二节 龟卜的阶级本质              一 天命神权                二 龟卜的垄断       第四章 商代龟卜的
鼎盛发展          第一节 巫教盛行的商代              一 商人对神灵的绝对崇拜           二 巫是政教合一的代表人
物          三 巫教盛行的重要表现是龟卜泛滥      第二节 关于商代占卜机构的传说      一 《洪范》中占卜机
构的传说          二 《曲礼》中占卜机构的传说         三 商汤建立占卜机构的推测       第三节 商代庞大的占
卜机构    一 取龟卜官               ⋯⋯第五章 西周龟卜的继续发展第六章 春秋时期龟卜大普及时代第七章 
战国以后龟卜的衰亡附录 《史记·龟策列传》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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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龟卜文化》

精彩短评

1、有些小错误。比如运用伪古文的材料，比如一些地方的小逻辑考证。不过龟卜这么难以稽考的事
，也难为在那个学术时代能这样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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