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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内容概要

《贾谊》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并认真分析前人及时人对贾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生平事迹及故居
、思想体系进行了新视野下的阐述，对其新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索。作者对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贾谊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贾谊》融思想性和学术性于一体，是一本值得
一读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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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章节摘录

　　对于上述说法，有些学者不太赞同。三千年前，当长沙这一地方向周王室献“长沙鳖”时，长沙
这一地名应该是早就存在了。古时候，给一处地方取名，应该是先到此地的人拥有的特权。最先在长
沙这块地方开疆拓土的应该是勤于耕作的古代先民，而天文星相家们则肯定要来得晚得多。如果是星
相家们先到，而且一点也不用操心饮食起居问题的话，或许他们会有时间翻遍经书典籍，联系到宇宙
天空，取一个神乎其神的名字以显才学。而先来的普通百姓，首先考虑的是生存之道，给他们生存的
土地取个名字只会以他们眼中最直观、最实在的地标、景物来取名。比如长沙的猴子石，就是因为那
里有一块巨石似猴立于江边，故那一带由此得名；城南的石马铺，也是由于那一带明清墓葬众多，到
处有石人、石马，官方建个驿站，便以石马铺名之，事情就这么简单。先民们不会将问题复杂化，取
个名字要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大师们来帮忙，他们在这里开拓、生存，就要有名称，除非后来者
以为名称不雅，要改一改。然而，谁也没有听说过周以前长沙是否还有其他的称呼。　　关于长沙地
名的第二种说法来自于东方朔所撰《十洲记》：“南郡有万里沙祠，自湘川至东莱，地可万里，故日
长沙。”此说较前一种说法实际了一些，但亦不甚妥帖。先民们给自己生活的土地取名，应有现实的
特定含义，居然想到了湘江至万里之外的东莱，好像也不是实在人之所为。　　其实，我认为，先民
们在为岳麓山下这片广阔的土地取名的时候，肯定是以他们眼中看到的最显著、最具特色的地标为依
据的。而先民对这里最为熟悉的即岳麓山下，湘江中间一片长长的沙滩，即现在的橘子洲。长沙得名
，似乎与此有着不解之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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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编辑推荐

《贾谊》由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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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精彩短评

1、书写得很好！
2、还不如《贾谊评书》。唉！
3、有些新观点，读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4、两千年前以身殉职的教师。
5、对贾谊的生平、故居、思想评述与历史与现在，书中不少论述，部分资料值得参考。不过楼下有
朋友评此书比较到位“不过仰视大汉帝国那早逝的英才”。贾谊著作全文在书中基本没有，想了解贾
谊人、事与他人点评，此书还行。想亲密接触贾谊思想，还是另选专著看其原文为好。
6、对贾谊的生平和思想有比较全面的介绍 长沙人必读。
7、书写的一般，不过仰视大汉帝国那早逝的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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