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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书》学与理学》

内容概要

《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系统地研究、论述了《四书》学的渊源及在两宋时期的演变与发展，探讨
了宋代《四书》学与理学思潮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濂学、关学、洛学、荆公新学、蜀学、湖湘
学、象山学在《四书》学的诠释与理学建构方面的学术特色与思想创新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尤其是
对朱熹理学思想与《四书》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颇为深入的探讨。作者着重从经典诠释学的角度阐
发了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学术成就与思想贡献，并从儒家的人文信仰、实践工夫的角度探讨
了朱熹《四书》学的学术成就与思想特色，试图通过上述分析，揭示儒家思想及其知识形态的历史特
质与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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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书》学与理学》

作者简介

朱汉民，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木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获首届“湖南省优秀社
会科学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宋明理学及湖湘文化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宋明
理学通论》、《湖湘学派史论》、《圣王理想的幻灭》、《中国学术史·宋元卷》、《湘学原道录》
等。担任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肖永明，湖南武冈人，历史学博士，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入选湖南省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宋明思想文化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七十多篇，独立或合作出版著
作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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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书》学与理学》

书籍目录

上篇 导论第一章 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的研究状况第二章 《四书》、《四书》学及汉唐四门之学流
变第一节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概况第二节 “四书”之名的确立及《四书》学
第三节 汉唐《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门之学渊源流变一、汉代的四门之学二、三
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门之学三、隋唐时期的四门之学中篇 宋代《四书》学的形成与理学体系的建构
第三章 宋代的儒学复兴活动及《四书》学的兴起第一节 宋初社会特点及儒学的时代课题第二节 宋代
儒学的内外危机第三节 宋初的儒学复兴活动及《四书》学的兴起一、治学方法的变革与义理之学的形
成二、排斥佛道与辟佛新思路的寻求三、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四书》学的形成第四章 北宋《四书
》学的形成与理学思想体系的初步建构第一节 对《四书》的阐释、利用、发挥是理学思想体系建构的
重要基础一、周敦颐之学与《中庸》、《孟子》、《论语》二、张载之学与《四书》三、二程之学与
《四书》第二节 从《四书》学看北宋中后期儒学诸派的分歧一、荆公新学及其《四书》学二、苏氏蜀
学及其《四书》学三、从《四书》学看理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的异同及理学的特质第五章 湖湘学
、象山学与《四书》学第一节 湖湘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四书》一、湖湘学的形成与发展二、湖湘学
派对《四书》的阐释、发挥和利用三、湖湘学派与朱熹的学术分歧在《四书》学中的体现第三节 象山
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四书》一、象山学的形成与发展二、象山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四书》的阐释
、发挥、利用下篇 宋代《四书》学定型与理学体系完成第六章 朱熹《四书》学的形成过程与治学特
点第一节 朱熹《四书》学的形成过程第二节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一、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
句训诂二、取众家之长而尤重二程一派之说三、力求经文本义，避免穿凿杜撰四、力辟佛说而注意吸
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第七章 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第一节 《四书》诠释的两重进路第二节 
“文献－语言”的《四书》诠释方法第三节 “实践－体验”的《四书》诠释方法第八章 朱熹《四书
》学与儒家人文信仰第一节 《五经》时代及其信仰第二节 《四书》：儒家人文信仰的奠基第三节 朱
熹的《四书》诠释：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第四节 朱熹《四书》学中人文信仰的特征第九章 朱熹的《
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第一节 作为儒家工夫论的《四书》学第二节 《四书》学工夫论的体系构架第
三节 圣门第一义：“行”的工夫第四节 圣门第二义：“知”的工夫第十章 朱熹的《四书》学与理学
体系的确立第一节 以《四书》为核心的新经典体系的理学旨趣第二节 《四书集注》中的理学道统论
第三节 朱熹《四书》学中的天理论建构第四节 朱熹《四书》学中的心性论建构第五节 朱熹的格物致
知论附论 宋代理学《四书》学的传播与理学的社会化第一节 理学《四书》学思想向最高统治集团的
传播与渗透第二节 理学《四书》学向士人的传播与渗透主要参考及征引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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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书》学与理学》

章节摘录

西汉时传《古论语》的只有孔安国一人。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
；而世不传。”皇侃《论语义疏序》亦云：“《古论》为孔安国所注，无传达其学者。”孔安国，字
子国，孔子十二世孙，汉武帝时曾任谏议大夫，为博士。当时，鲁恭王从孔壁所得诸书，后来又悉还
孔氏。孔安国承诏作《书》传，又作古文《孝经》传，亦作《论语》训解。但由于孔安国在汉武帝末
年遭遇巫蛊事件，其《训解》后世不传。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史记》、《汉书》均未提及孔安国注
《论语》之事，孔安国的《训解》亦仅见于何晏《论语集解》所引，《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书
》均不载，清人陈鳢《论语古训》、沈涛《论语孑L注辨伪》、丁晏《论语孔注证伪》皆以为伪作。
西汉时传《鲁论语》者有龚奋、夏侯胜、韦贤、韦玄成、萧望之等人，皆各自名家；传《齐论语》者
有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庸生等。此外，西汉末年还出现了兼习齐、鲁两《论》的学者。《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张禹（公元前？－前5年）所作的《安昌侯论》二十一篇，即为以《鲁论》为
主而兼采《齐论》之作。皇侃《论语义疏》中引刘向《别录》云：“晚有安昌侯张禹，就（夏侯）建
学《鲁论》，兼讲《齐论》，择善而从，号日《张侯论》，为世所贵。”其兼采齐说的情况，《汉书
·张禹传》中有明确记载：“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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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书》学与理学》

后记

《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作为一个基金项目虽然已经结题，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却仍然还有许
许多多的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只是这一研究课题的一些粗浅的思考，我们希望
能够得到更多专家的进一步指教。朱汉民、肖永明共同完成了本课题的研究。朱汉民承担了各篇导言
及第七、第八、第九章的撰写，其余章节均由肖永明完成。衷心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本课
题的多方鼓励、支持与帮助，也衷心感谢那些我们至今仍不知其名的项目评阅人的种种指导。

Page 6



《宋代《四书》学与理学》

编辑推荐

《宋代〈四书〉学与理学》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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