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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意识形态》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共13章，主要内容包括：道统与国家意志；概念、观念与统治科学；意识
形态：中西差异与互渗；董仲舒的意识形态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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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侯文莉，女，1969年2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江苏扬州。四川大学哲学学士，天津师范大学
法学硕士，南开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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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意识形态》

书籍目录

绪论
上编 儒学：道统与国家意志
 第一章 道统与国家意志
 第一节 道统
 第二节 国家意志
 第三节 道统与国家意志的分合
 第二章 概念、观念与统治科学
 第一节 概念与观念的历史
 第二节 统治科学
 第三章 意识形态：中西差异与互渗
 第一节 国家、民族、政党与阶级
 第二节 利益冲突与一致
 第三节 领域合一与领域分离
中编 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进程
 第四章 董董舒的意识形态建设
 第一节 董仲舒将儒家学说上升为国家意志
 第二节 东汉时期儒家思想的庸俗化与没落
 第五章 玄学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
 第六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所面临的冲击与回应
 第一节 道教对政治的影响
 第二节 佛教对政治的影响
 第三节 儒学在碰撞中的回应
 第七章 儒学政治思想的哲理倾向与功利主义
 第一节 理与理一分殊
 第二节 性与天理人欲
 第三节 功利主义
下编 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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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意识形态》

章节摘录

　　正是由于佛教有利于皇权，加之梁武帝白身笃信佛教，其时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与世俗政
治权力的互动中，充分彰显了佛教的政治及经济潜力。　　佛教发展到梁代，五百年间，有赖于朝廷
支持和民间的供养，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寺庙和僧人不负担租赋和徭役，逐渐积累起财富，
寺院经济大大发展。东晋大官僚桓玄在《与僚属沙汰僧众教》中说：“避役钟于百里，甫逃盈于寺庙
，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弘明集》卷一二）在梁武帝时，寺院蓄养大量的“白徒”、“养
女”，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寺院经济蓬勃发展，佛教寺庙的建筑及相关的佛教产品的生产、消费
，成为这一时期国家经济中的重要项目　　谢和耐在《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中指出：“在845年
法难期间，一共计算到4600座寺，此外，还有4万个小佛刹。⋯⋯在唐代宗年间也出现同样的局面，当
时‘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寺观’。所以，从5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没收寺院土地为止，寺院经济对
长安和洛阳地区的渗透，始终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就是集中于某些具有特权处的财产，它后来成为
一种特殊力量的源泉。文献都强调了僧侣土地为最肥沃的土地的这一现象。如果佛寺仅占有百分之四
左右的耕地，那么我们完全有埋由认为，这些土地产品所占的百分比，则要高得多，也可能会超过全
国粮食和蔬菜总产量的百分之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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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意识形态》

编辑推荐

侯文莉编著的《儒学与意识形态》由三部分组成：    上编：从历史的角度与概念分析的角度入手，诠
释儒学，主要针对道统、国家意志进行分析与考量；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历史进程与观念的繁衍和
影响作出诠释与评判。    中编：论述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    下编：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
的结构分析与特点、价值评估。

Page 6



《儒学与意识形态》

精彩短评

1、研究儒学的另一个视角！

Page 7



《儒学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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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