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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思潮》

内容概要

文学如此，经史等等亦然。史籍不必说了，史迁孤怀闳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班固密栗沈实
，皆非后世史著所能方驾。经学章句，虽遗佚者多，但相关之训释笺注，毕竟仍是后人掌握儒学的渊
薮或键钥，不可不考。且寻索玩绎愈久，愈能感觉其中含蕴弗穷，足供沉潜。就连习学者视为畏途的
文字训诂材料，其实也有许多道理可说，可惜现今学者未能发挥罢了。诸如此类感受，越来越强烈之
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对汉代的轻忽或贬斥，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中国学术，本来即有汉宋
两大思潮体系。宋学崛起，原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认为汉魏南北朝所讲之经学儒学均未能延续孔孟
之道，必须等到周敦颐、程明道等人，才接上了正道的统绪。可是宋学传至明末，学者又觉得它恐怕
与孔孟有些距离，原始儒家之真面貌，或许仍应由汉人所传的经学中去找寻。故又推崇汉学以反宋学
。此一风气，发展到晚清民初，渐渐形成了几种路向：一支继续提倡汉学而以经学考证为主，既将其
范围扩及史籍与诸子等领域，又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要方法及学术内容。另一支则觉得汉人经学之真
精神并不在考证，而在于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故此一派学者以西汉公羊学为主要典范，讲通经致用
之学，影响了清末的中兴、维新、革命等运动。还有一支则是起于对这种强调汉学风气的反抗，认为
宋学仍有其价值，不宜废弃，且逐渐从汉宋并重发展到愈来愈偏于宋学的形态。五四运动后，胡适等
人标举汉学，称为科学方法，但反对汉学的思想内容。谓汉儒天人感应之类说法及独尊儒术的做法，
是将专制王权与神权结合于学术权力，致使儒学为专制帝王服务，其内容又充满了迷信与虚妄。反对
胡适这一类讲法的人，则提倡宋学，说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之大根大本。中国文
化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孔孟所开，而为宋明理学所承继发扬之道统云云。在这种情况下，汉学
除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之外，几乎是毫无价值了。这样的学术发展，形成于历史的脉络中，我人虽
感遗憾，而实亦无可奈何。对于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我并无力扭转。但我深知这种态度是
不对的，近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我之所见，固然未必真确，却也不妨随便写写，在这个大时代
的边缘唱些不同的调子，世或有善听者，能因机而悟，亦未可知。这里所收录的，就是一些对汉代思
潮的简笔勾勒。没有一篇不是在唱反调，也没有一篇不在想办法开辟新的窗牖、新的径路，希望帮后
来者指划一些新的星图与新的前景。如此老婆心切，或许反而会遭致反感与讥诮。倘若这样，那就当
这是庸人呓语，聊抒己见好啦。第一章《汉代哲学的定位》，乃1989年赴日本九州中国学会议担任主
题演讲时的讲稿，权充导论。次章《自然气感的世界》，讲汉代气类感应的观念，以及环绕着“情”
而展开的人性论。1987年蔡英俊将赴英伦深造，我写这篇文章与他商榷并以送行。友朋论学之乐，析
疑问难，至今缅念不已。第三章《风俗美善的追求》，讲汉人的政治理想。这种移风易俗的态度，既
是政治的，又是美学的。1998年我另出版一册《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即是由汉代这一思路发展演绎
而成，可以互参。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观的演变，借以说明我国文人传统如何形成于
汉代、确定原本与探寻本义的汉学方法为何又出现于汉代。乃1991年我与蔡英俊、吕正惠等人办《中
国文学批评》时所作。 
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续论汉学方法。认为汉人对文字的辨析，已成为我国学人在进行思考时
最基本的方法，依此方法而形成的哲学文字学亦与西方哲学有显著之差异。第六章《儒家的星象政治
学》、第七章《儒家的历数政治学》，则以汉代言论为主，申论儒家观象授时、结合天道以论政治的
思想，说明太一北辰及历数在其中之作用。民国以来，学者对于这一部分的思想都缺乏理解，今始为
粗发其凡。 
第八章《学圣人的儒家》以韩婴为例，说西汉儒者如何成为经生；第九章《世俗化的儒家》以王充为
例，谈东汉儒者如何成为文人。前者原为参加1992年政治大学所办汉代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是1991
年与陈茂进、林安梧、王樾、郑志明等创办《当代中国学》时写的，如今陈茂进已归道山，思之不胜
悯痛。 
第十章论太平道、十一章论天师道，这是汉代道教两大教团，颇有渊源而内涵各异，也拥有不同的经
典。因道教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少人董理，因此我想讲得详细些。论《太平经》一文曾收
入我《道教新论》中，论《老子想尔》则1994年曾刊于堂兄龚群所办《道教文化》中，原本也想和谈
太平道一样，详细展开申论，因事搁下了，遂仅成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游民社会及其思想问题》，乃1996年我写《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时，以汉代为例所做的考
察。这样的考察，充分说明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掌握有多么偏宕、对其中包含的思
想问题又有多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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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思潮》

综合这些篇章来看，论旨纷论，涉及者广。但事实上对汉代思潮的描述，还只是鼎尝一脔，该谈且值
得谈的问题仍然很多，本书姑以此为鼓吹罢了。闻风遥契者，必有其人，余企望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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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湾。历任教授、文学院院长、报社总主笔、出版社总编辑、古典
文学学会会长等职；为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欧亚：大学创校校长；另办国家佛学研究中心、中华道
教学院；亦曾主管两岸文教交流事务。博学精勤，研究遍及中国文化各领域，已刊著作七十余种，编
书数百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并在内地多所院校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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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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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汉代哲学的定位　　（一）几种支配性的观点　　汉代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中较不受重视的
领域。据我们所知，在日本，研究《春秋繁露》和《盐铁论》《白虎通义》之类汉代哲学的专家与专
者甚多，但在中国便不然了。个别的研究固然也还不少，不过对汉代哲学的整体理解以及评价，都很
容易让人感到汉代哲学并无足观。　　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种观点在支配着研究者的心态。　　一是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冯友兰、顾颉刚等人所代表的观点。他们是近代研究汉朝哲学的先驱，影响当
然十分巨大。到现在，研究汉朝，许多基本看法仍不太能脱离他们的范围一一这并不难了解，五四运
动毕竟是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传统。他们的著作，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有着“经典”般的启蒙
性地位。　　二是反五四的思潮所开启之观点。这特别是指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新
儒家”，以及接近新儒家思路的劳思光等人。这一思路在香港与台湾发展得非常蓬勃，对中国哲学史
的研究成绩，可说是远胜于继承五四精神的学者。但这一思路主要是以宋明理学为骨干的，在宋明理
学中，又特别凸出陆王一系，因此对汉代哲学当然就难免有些成见。只不过“其言之成理，其持之有
故”，其影响亦颇为深远。　　第三种观点，则是1949以后大陆研究者所惯用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
通常是把汉人讲气的哲学套上唯物标签，几于千人一声，黄茅白苇，一望靡余。近来虽销有改善，然
仍湔袚未尽也。　　本文主要就是对这些观点的反思与批评。笔者认为：惟有发言这些观点，我们才
可能替汉代哲学找到应有的历史地位，才能展开突破性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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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备餐
2、不可多得的好书啊！！谢谢
3、龚鹏程先生的治学路数直承古人，绝非20世纪以来胡适一派科学主义者与后来的马列解人所能梦见
。期待这个系列里其它的书尽快出版。
4、通俗易懂，很好的一个本书。
5、也许很多人不知道龚先生的名字，这不奇怪，因为大陆根本没有学术、思想的氛围，很幸运能看
到这样的作品，让我知道自己的民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将来可望往什么方向去。
6、这本是挺快看完的，收获良多
7、汉代思想史与思想的研究，确实如龚鹏程先生所言，显得很沉重。似乎形成思维定势。先生跳出
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入乎其中，出乎其外，从方法上给我上了一课。
8、台湾人牛
9、还行的，价格比较便宜了
10、在先锋看过，亚马逊缺货，只好在当当买了。
11、龔鵬程先生描述了與主流觀點不一樣的漢朝。
12、虽实质性内容不多，但思路与立场颇佳
13、三星半吧，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讨论著述观较有见地。看海峡对岸讨论儒总有种隔岸观火
、滑稽又叹叹之感。因为一脉相承，似作者这种浪荡儿般的补缺既有切近的温情，又有“忽悠”般的
空掷纠缠在义理上。兼听。
14、真学术！
15、龚鹏程的书俺只想看看，如果要俺掏钱总觉的不太值。有活动时价格不高的话也偶尔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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