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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点评：从已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中遴选10种

整理了9本比较经典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书籍，然后集合一起免费分享给大家，全国社科规划办统一组织出版并公开表彰。入选成果坚持正确导向，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实，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前沿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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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以讨论主题的不同，分为四个部分。立足于国际考古学界公认的三个基石来昭示理论和问题意识的主导作用，介绍旧石器时代研究的新进展、人类起源研究、农业起源和文明和早期国际起源等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以求将国际学界流行的理论方法与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实践相结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本书以星变为切入点，以史传占验为核心，从政治和祭祀礼仪两方面讨论星占，重点考察星占对唐五代帝王政治的特别影响。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从“卫生”概念的演变入手，以从概念到观念再到相关实践的思路逐次对清代与防疫和城市环境卫生相关的诸多问题及其历史变迁脉络展开探讨，藉此展现中国近世社会的变动与特质，以及中国人有关身体的认识，并进一步探究传统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中的影响与作用以及展开对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的省思。

《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从追求“言文一致”的圣经白话翻译实践、“欧化白话”的形成及结构特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各种尝试与努力，以及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等多个方面，展开对《圣经》的探讨，将在华基督教史的研究带入到一个更为宽广的视域中，拓展出了一片学术的新天地。

《青藏高原考古研究》：对国内外关注度颇高的所谓“西藏问题”研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发出“中国声音”，以科学的资料、严肃的研究、严谨的结论来回应目前国际上关于藏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西藏历史地位、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西藏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理论挑战，从而为国家、民族的统一、边疆的政治稳定、各民族团结作出应有的贡献。

《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史研究（套装共2册）》：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通行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大量的第一手历史文献为基础，并立足于现有的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宗教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一深入的专题阐释，试图对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内在根据和外在影响及其在不同社群精英中的多样性表现形式揭示出来。

《清代学术源流》：运用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源流嬗变，而且对学术演进与世运变迁、政治文化导向等之间的密切联系，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做了深入阐释。

《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把思想的研究与历史实际相结合，同时密切联系出土资料，集中研究了先秦社会思想领域里的三个重要问题：“属谨天命”：先秦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彝伦攸叙”：尘世间的准则与秩序；“心之精神是谓圣”：社会思想的菁华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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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目录

第一部分 认识论与方法论

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

考古研究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谈考古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译后记

考古学认识论的思考

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

作为历史科学的考古学

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贡献

谈考古科技与科学考古学

考古学文化功能研究的战略性起点——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译介

第二部分 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

小南海石制品再研究

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研究的问题与思考

丁村遗址六十年与旧石器考古范式的变迁

第三部分 农业起源研究

再读跨湖桥

马家浜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农业起源与“广谱革命”理论的变迁

农业起源研究的实践与理论

第四部分 文明与国家探源

酋邦与中国早期国家探源

环太湖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比较研究

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

安阳小屯发掘的回顾与思考——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

聚落考古与城市起源研究

早期文明的标准与阐释

从“专业”到“通业”：当今文明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探究早期文明社会的世界观

第五部分 后过程考古及其他

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

性别考古与玉璜的社会学观察

三星堆青铜树象征性研究

考古学与未来：工业文明的忧虑

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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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Introduction

第一章 唐宋天文机构的设置与改革 Chapter 1 The Astronomical Agency’s Setting and Reform in Tang and Song China

第一节 唐宋天文机构的建制 Section 1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Astronomical Agency in Tang and Song China

第二节 乾元元年（758）肃宗的天文机构改革 Section 2 The Reformation of Astronomical Agency by Emperor Suzong in the first year of Qian Yuan

第三节 宋代的天文机构改革 Section 3 The Reformation of Astronomical Agency in Song Dynasty

第二章 唐宋天文管理及人才培养 Chapter 2 Astronomical administration and talents-training in Tang and Song China

第一节 唐宋时期的天文观测与奏报 Section 1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and Reporting

第二节 唐宋天文管理及人才培养 Section 2 Astronomical Management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第三节 从诏令到判——兼谈唐宋的天文政策 Section 3 From Imperial Edict to Verdicts——concurrently talking about Astronomical Policy in Tang and Song China

第三章 唐宋天文星占的理论和方法 Chapter 3 Astr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in Tang and Song China

第一节 唐宋天文星占的基本方式——分野占 Section 1 The Basic Astrological Method in Tang and Song China——Fen Ye Horoscope

第二节 唐宋天文星占的重要方式——星官占 Section 2 An Important Method of Astrology in Tang and Song China——Constellation Horoscope

第四章 日食的发生及对政治的影响 Chapter 4 The Happening and the Impact on Politics of Solar eclipse

第一节 唐宋的日食观测、记录和预言 Section 1 Observation，Record and Prediction of Solar Eclipse in Tang and Song China

第二节 日食的发生及对政治的影响 Section 2 The Happening and the Impact on Politics of Solar Eclipse

第三节 “合朔伐鼓”——唐宋日食救护礼仪 Section 3 He Shuo Fa Gu——The Rescue Etiquette when Solar Eclipse taking place in Tang and Song China

第四节 关于“贺太阳不亏状” Section 4 About He Tai Yang Bu Kui Zhuang

第五章 “彗星见”与唐宋帝王修省 Chapter 5 Comet appeared and the Emperors’ Introspection in Tang and Song China

第一节 “彗星见”与帝王的修德活动 Section 1 Comet appeared and the Movement of Introspection by Tang and Song Emperors

第二节 “彗星见”与唐宋帝王的修政措施 Section 2 Comet appeared and the Measures taken by Tang and Song Emperors to amend Politics

第三节 除旧布新——帝王受禅的天象依据 Section 3 Remove the old in order to build the new——The Astronomical basis when Emperors accepting the Demise

第四节 附说彗星禳灾活动 Section 4 About the Events of Dispelling disasters when Comet appears

第六章 唐五代“五星凌犯”及其他 Chapter 6 Wu Xing Ling Fan and others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第一节 “荧惑犯太微”与宰辅大臣的政治乞退 Section 1 Ying Huo Fan Tai Wei and Political Resignation by Prime Ministers

第二节 月食、月犯昴、流星和大星 Section 2 Lunar Eclipse，Yue Fan Mao，Meteor and Antares

第三节 附说“白衣会” Section 3 About Bai Yi Hui

第七章 唐宋祭祀礼仪中的天文背景 Chapter 7 The Astronomical Backgrounds of Sacred Etiquette in Tang and Song China

第一节 唐代祭天礼仪中的星官神位 Section 1 Constellations’ Memorial Talet in the Heaven Worshipping Ceremony in Tang Dynasty

第二节 唐代祈农神祗的天文背景 Section 2 The Astronomical Backgrounds of Gods who Praying for Agriculture in Tang dynasty

第三节 唐代“老人星”的观测及寿星壇的设立 Section 3 The Observation of Canopus and the Setting of Shou Xing Altar

第四节 宋代的“德运”之争与大火星的祭祀 Section 4 The Controversy of De Yun and the Antares’ Fete in Song Dynasty

结语 General Conclusion

附录一 中国古代的星官命名及其象征意义 Appendix 1 Constellations’ Naming and its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Ancient China

附录二 唐前期政治斗争中的天文背景 Appendix 2 The Astronomical Background for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附录三 唐五代太史局（司天台）天文官员略考 Appendix 3 List of Astronomical Officials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附录四 宋代天文官员表 Appendix 4 List of tables of Astronomical Officials in Song Dynasty

附录五 《晋书·天文志》“史传事验”编年表 Appendix 5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Shi Zhuan Shi Yan in Jin Shu Tian Wen Zhi

附录六 《隋书·天文志》“五代灾变应”编年表 Appendix 6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Wu Dai Zai Bian Ying in Sui Shu Tian Wen 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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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Introduction

一、“卫生”的登场 1.The Debut of the Term “Hygiene”

二、中国近百年来的卫生史研究 2.Studies on Sanitary History in a Century

三、研究旨趣 3.Research Interests

四、研究路径与框架 4.Approaches and Frameworks

第一章 近代“卫生”概念的登场 Chapter 1 The Debut of the Modern Term “Weisheng”

一、引言 1.Introduction

二、传统与近代之“卫生”概念 2.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oncept of “Weisheng”

三、“卫生”概念变动的开端（光绪初年—1894年） 3.Beginning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Weisheng”（1875-1894）

四、“卫生”概念变动的深化（1894-1905年） 4.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Weisheng” （1894-1905）

五、近代“卫生”概念的确立（1905—1911年） 5.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Weisheng”（1905-1911）

六、小结 6.Conclusion

第二章 清代卫生观念的演变——以疫病应对观念为中心 Chapter 2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Hygiene in the Qing Dynasty：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Responses to the Epidemic

一、引言 1.Introduction

二、避疫与治疫：前近代因应疫病的观念 2.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Premodern Responses to the Epidemic

三、晚清卫生防疫观念的演变 3.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Epidemic Control in the Late Qing

四、小结 4.Conclusion

第三章 清代的卫生规制及其近代演进 Chapter 3 Sanitary Poli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Era

一、引言 1.Introduction

二、清前期的相关规制 2.The Relevant Politics in the Early Qing

三、晚清卫生行政的引入与建立 3.The Introduc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San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te Qing

四、晚清卫生行政的基本特征 4.Basic Features of the San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te Qing

五、小结 5.Conclusion

第四章 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 Chapter 4 Wate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City of Qing

一、引言 1.Introduction

二、类型与性质：主要史料概观 2.Genres and Features：General Review on the Main Historical Sources

三、秽浊与清澄：史料呈现的相反图景 3.Filthy or Clean：The Opposite Voices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四、超越选粹：史料及其呈现之图景辨析 4.Beyond the Extraction：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ir Informations

五、小结 5.Conclusion

第五章 清代的粪秽处置及其近代变迁 Chapter 5 The 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from Qing to the Modern Era

一、引言 1.Introduction

二、近代以前中国的粪秽处置 2.The 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in Premodern China

三、租界的粪秽处置：以上海公共租界为例 3.British Shanghai：Tradition and Novelty in Night Soil Policies

四、卫生问题的政治化与粪秽处置方法的变动 4.The Politicalization of Sanitary Issues and Changes in the 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五、余论：粪秽处置与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形成 5.Epilogue：The 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and the Formation of Sanitary Idea in Modern China

第六章 清代的清洁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演变 Chapter 6 The Idea and Behaviour of Cleanliness in the Qing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一、引言 1.Introduction

二、传统认识中的清洁与疾疫 2.Traditional Views on Cleanliness and Epidemic

三、卫生防疫视野下近代清洁观念的生成 3.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Cleanl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demic Control

四、清洁行为的行政化 4.The Administrativization of the Cleanning Behaviour

五、健康或者自由：身体的近代选择 5.Health or Freedom：The Modern Choice of the Body

六、小结 6.Conclusion

第七章 晚清检疫制度的引建及其权力关系 Chapter 7 The Introduction of Quarantine System and Its Power Relations in the Late Qing

一、引言 1.Introduction

二、检疫推行的契机及各方之心态和认识 2.The Timing of the Introduction of Quarantine and the Mentalities and Views of Different Parties

三、检疫中的冲突、利益纠葛与权力关系 3.Conflict，Interests and Power Relations in Quarantine

四、余论：作为近代卫生行政重要内容之检疫的成立 4.Epilogue：The Establishment of Quarantin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odern Sanitary Administration

第八章 晚清的卫生防疫与近代身体的形成 Chapter 8 San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Body

一、引言 1.Introduction

二、清前期的卫生防疫与身体约束 2.Epedemic Control and the Body Restriction in the Early Qing

三、晚清卫生防疫对身体的干预 3.The Intervention of Hygiene and Epidemic Control on the Body in the Late Qing

四、卫生防疫与近代身体的生成 4.Epidemic Control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Body

五、小结 5.Conclusion

结语：“现代”的“金箍” Conclusion：“Modernity” as the “Gold Hoop”

附录一 嘉道时期的瘟疫及其社会影响 Appendix 1 Plagues and Their Social Influence During the Reign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附录二 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 Appendix 2 The Evolving Ideas of Hygiene from Qing to the Modern Era in the Jiangnan Region：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Environmental and Wateruse Sanitation

附录三 真实与建构：20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 Appendix 3 Reality and Construction：A General Survey on Epidemics and Public Heal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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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二

绪论

一、写作缘起：圣经中译本多元语言形式存在

二、学术史回顾与存在问题

三、资料综述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结构

第一章 寻求对等：早期圣经汉译

一、早期耶稣会士的圣经译作

二、白日升译本

三、贺清泰译本

第二章 “二马译本”：基督教最早圣经全译本

一、基督教最早圣经译本与天主教圣经译本关系

二、“二马”的《新约》译经：抄袭说之辨

三、“二马”的《旧约》译经：各自独立翻译

四、余论

第三章 译介再生：本土基督宗教话语体系的建立

一、音译、意译与新释：景教和天主教的译名

二、移境与想象：基督教的译名

三、相遇与接受：中方视野中的译名

四、余论

第四章 言文一致：现代语言运动的方式和意义（一）

一、书写白话：言文一致的宗教认知

二、吴方言白话圣经汉字本

三、闽方言白话圣经汉字本

四、粤方言白话圣经汉字本

五、客家方言白话圣经汉字本

六、官话方言白话圣经汉字本

七、方言白话圣经的意义

第五章 拼写汉字：现代语言运动的方式和意义（二）

一、汉字的新书写形式：拉丁拼音文字

二、吴方言圣经罗马字本

三、赣方言圣经罗马字本

四、闽方言圣经罗马字本

五、粤方言圣经罗马字本

六、客家方言圣经罗马字本

七、官话方言罗马字本

八、汉语汉字发展的新途径

第六章 欧化白话：中国现代白话的开启

一、西经中译与欧化白话的历史因素

二、欧化白话：现代白话欧化因素的语言学探讨

三、欧化白话的文化解读

第七章 新词语与文化拓展：圣经新词语溯源与流布

一、创建新词语：译介异质文化

二、复音词：创制圣经新词语

三、千年炼成：圣经神学新词语溯源流布考

四、汉语外来词：丰富语言文化

第八章 创制文字：西南民族圣经译本

一、西南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之始

二、柏格里字母及变体书写的圣经译本

三、拉丁字母及变体书写的圣经译本

四、汉语国语注音字母书写的圣经译本

五、意义和启示

第九章 圣经中译本的传播：以美国圣经会为中心

一、1833—1874年：传教士代理时期

二、1875—1893年：古烈和裴来尔时期

三、1894—1920年：海格思时期

四、1921—1936年：力宣德时期

五、1937—1949年：中华圣经会时期

第十章 结语

一、“通约”与“域外资源”的译介

二、晚清语言文字现代化的途径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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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西藏考古与西藏文明

第一章 西藏史前考古与西藏文明起源

一、昌都卡若：揭开西藏史前史的第一篇章

二、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演变

三、卡若文化的西传——与克什米尔布鲁扎霍姆（Bruzahom）文化的比较

四、曲贡遗址发现的意义及其性质探讨

五、从新出考古材料论“吐蕃”的源流

第二章 吐蕃王朝及其考古文化

一、吐蕃王陵——藏王墓考古

二、吐蕃本教丧葬仪轨源流的考古学考察

三、昂仁古墓葬的调查发掘与吐蕃时期的丧葬习俗

四、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

第三章 吐蕃时代的物质文明

一、西藏新出土的早期黄金制品

二、西藏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三、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相关问题

四、吐蕃王冠与突厥王冠

五、西藏西部出土古代丝织物研究——附论唐初经吐蕃通印度之西北道

第四章 唐代碑铭与吐蕃交通

一、《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及研究

二、吉隆文物古迹与唐蕃·蕃尼道

三、吐蕃与中原及中亚、南亚的文化交流

第五章 吐蕃分治时期的城堡、宫殿与寺院

一、吉隆贡塘王城、卓玛拉康遗址与阿里贡塘王国

二、古格王朝早期木雕艺术的源流

三、皮央佛寺遗址出土早期铜佛像的初步研究

四、西藏西部佛教石窟美术的考古发现

五、东嘎石窟壁画中的佛传故事画

六、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像服饰研究

七、卡俄普石窟发现的价值和意义

八、变迁与转折：帕尔嘎尔布石窟壁画考古发现的意义

九、中印边境佛教考古调查的新发现

第六章 综论

一、西藏考古的世纪回顾

二、考古学所见西藏文明的历史轨迹

三、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奠基之举与历史性转折——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附表一 人名、地名、陵墓、寺庙汉藏对照表

附表二 吐蕃赞普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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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宗教与近代社会思潮（上）

一、近代中国宗教与进化论思潮

二、近代中国宗教与三民主义

三、近代中国佛教与无政府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

四、近代中国宗教与马克思主义

第二章 宗教与近代社会思潮（下）

一、基督教来华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二、20世纪20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知识界的反帝救国主张

四、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基督教界的民族主义观

五、近代中国佛教界的民族主义救国理念

第三章 宗教与近代科学观念

一、东西方宗教所面对的近代科学观念

二、近代中国知识界的科学化宗教观

三、近代中国基督教界的科学观

四、近代科学化运动对传统佛教的挑战

五、近代中国佛教界对传统佛教的反思

六、近代中国佛教界对科学与佛教关系的认识

第四章 宗教与近代文化论争

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督教观

二、近代中国基督徒的文化自觉

三、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佛教观

四、近代中国佛教界对文化论争的认识

第五章 宗教相遇：佛教近代化与基督教中国化

一、基督教经验与中国佛教走向现代的革新

二、佛教经验与基督教来华的中国化探索

第六章 文化传承：文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共时追寻

一、现代化教育体制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二、现代佛教文化教育的确立：以武昌佛学院为例

三、中国化浪潮中的现代国学教育：以辅仁大学为例

第七章 文明对话：宗教对话与文化融合

一、西风东渐的挑战与道教的应对

二、西风东渐的挑战与佛教的回应

三、基督教与儒家文化的交会：以吴雷川为例

四、基督教与道家文化的交会：以林语堂为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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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明清更迭与清初学术

第一章 清初国情分析

一、对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

二、明清更迭是历史的前进

三、由乱而治的清初社会

第二章 清廷文化政策批判

一、清初文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二、清廷文化决策的思想依据

三、清初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

第三章 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之交涉

一、孙夏峰笔下的刘蕺山

二、蕺山学北传的重要途径

三、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

第四章 《明儒学案》的里程碑价值

一、从党争健将到学术巨擘

二、《明儒学案》成书时间商榷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明儒学案》与《皇明道统录》

五、《明儒学案》发微

第五章 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

一、《日知录》纂修考

二、社会政治思想

三、经学思想

四、史学思想

五、文学思想

六、务实学风

七、《日知录集释》的纂辑

第六章 李二曲思想研究

一、《清史稿》李颙本传辩证

二、“悔过自新”说剖析

三、李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

四、李二曲与清初关学

五、李二曲思想的历史价值

六、结语

第七章 颜李学派的历史命运

一、颜元学说的形成

二、颜元与漳南书院

三、李塨对颜学的继承及背离

四、王源学行述略

第八章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一、范鄗鼎学行述略

二、两部《明儒理学备考》

三、关于《国朝理学备考》

中编 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

第九章 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典范

一、对18世纪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

二、关于乾嘉汉学的形成

三、乾嘉汉学是一个历史过程

四、余论

第十章 江南中心城市与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

一、兴复古学之前驱

二、江永与徽州诸儒

三、苏州紫阳书院

四、卢见曾及其扬州幕府

五、从惠栋、戴震到钱大昕

第十一章 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

一、高宗初政与朱子学的提倡

二、在经筵讲论中对朱子学的质疑

三、从提倡理学到崇奖经学

四、余论

第十二章 《宋元学案》纂修述略

一、黄氏父子的创始之功

二、全祖望与《宋元学案》

三、《宋元学案》的刊行

第十三章 戴东原学述

一、从江永到戴震

二、惠栋与戴震

三、戴震学说的传播

四、献身《四库全书》

五、《孟子字义疏证》及其遭遇

第十四章 扬州诸儒与乾嘉学派

一、汪中的先秦诸子研究

二、焦循的经学思想

三、高邮王氏父子对乾嘉学术的总结

四、阮元与《皇清经解》

五、孔子仁学与阮元的《论语论仁论》

六、余论

第十五章 章实斋研究二题

一、读章实斋家书札记

二、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考证

第十六章 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

一、乾嘉经学一趋考据之缘由

二、乾嘉思想界之三巨擘

三、庄氏学渊源之探讨

第十七章 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

一、《清人别集总目》的编纂

二、别集佚文的辑存

三、诸家年谱的董理

下编 晚清学术及一代学术之总结

第十八章 汉宋学术之争与《国朝学案小识》

一、汉宋学术之争的由来及其发展

二、江藩与《国朝汉学师承记》

三、方东树与《汉学商兑》

四、唐鉴生平学行述略

五、《国朝学案小识》举要

六、编纂体例及其评价

第十九章 晚清七十年之思想与学术

一、经世思潮的崛起

二、从“中体西用”到“三民主义”

三、会通汉宋学术以求新

第二十章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一、关于《近世之学术》

二、《清代学术概论》的创获

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撰

四、杰出贡献举要

五、大师留下的思考

六、梁任公先生与清华研究院

第二十一章 《清儒学案》杂识

一、徐世昌倡议修书

二、夏孙桐与《清儒学案》

三、《清儒学案》举要

四、读《清儒学案》商榷

第二十二章 《清儒学案》之余波

一、对唐徐二家《学案》之批评

二、清代理学演进之四阶段

三、精进不已 终身以之

四、余论

附录 诠释学案之尝试

一、先从《明儒学案》谈起

二、追溯文献渊源的启示

三、关于学案释名的困惑

后记 就清代学术史研究答客问

一、研究生院的读书生活

二、我的学案史研究

三、对乾嘉学派的研究

四、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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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恪谨天命”：先秦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

一、通天之路：“数术”的起源及其向“学术”的蜕变

二、祖先神·天神·自然神——论殷代神权

三、作册般鼋与商代厌胜

四、通天神人：商代的巫与巫术

五、由强而弱：商代神权鸟瞰

六、神圣之源：殷墟骨臼刻辞“示屯”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

七、“文王受命”：上博简《诗论》的若干启示

八、“时命”与“时中”：孔子天命观的重要命题

九、从上博简《诗论》第25简看孔子的天命观——附论《诗》之成书的一个问题

十、上博简《诗论》与《诗经·兔爰》考论——兼论孔子天命观的一个问题

十一、周太史儋谶语考

十二、宋太丘社考

第二章 “彝伦攸叙”：尘世间的准则与秩序

一、说“彝伦”——论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

二、金文“蔑历”与西周勉励制度

三、从相关彝铭看先秦时代的荐臣之事

四、孔子与《鸠》——读上博简《诗论》札记

五、诗意礼学：谈上博简《诗论》所载孔子对于《诗·大田》的评析

六、《诗经·卷耳》再认识——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一个启示

七、“浑厚”之境：论上博简《诗论》对《诗·小明》篇的评析

八、社会秩序中的君子人格与君子观念——上博简《诗论》的启示

九、相和之乐：从上博简《诗论》看周代的君臣观念

十、英雄气短：春秋初期社会观念变迁之一例

第三章 “心之精神是谓圣”：社会思想的菁华与核心

一、认识“人”的历史——先秦时期“人”观念的萌生及其发展

二、从“浑沌”中走来的人类精神觉醒

三、从“华夏精神”到民族精神

四、试论民族精神中的“变”、“通”观念

五、人世间的忧愁：上博简《诗论》第26号简的启示

六、欢乐下的严肃思考——《诗论》“关雎之攺”与《诗·关雎》探论

七、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

八、试析上古时期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记载

九、史家主体意识的形成——论《逸周书》

后 记

精彩试读

一、清初文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顺治一朝，戎马倥偬，未遑文治，有关文化政策草创未备，基本上是一个沿袭明代旧制的格局。康熙初叶，南明残余扫荡殆尽，清廷统治趋于巩固。圣祖亲政之后，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文化建设亦相应加强，各种基本国策随之确定下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后，三藩乱平，台湾回归，清初历史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伴随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学术文化事业蒸蒸日上，臻于繁荣。

清初的文化政策，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高压政策的确定。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它必然要受到所由以形成的经济基础的制约，从而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另一方面各种具体政策的制定，又无不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左右，成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虽然形式上是所谓“满汉一体”的政权体制，但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才是这一政权的实质所在。这样的政权实质，就决定了满洲贵族对广袤国土上的众多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制统治。反映在文化政策上，便是民族高压政策的施行。由顺治初叶开始，以武力为后盾，渐次向全国推行的剃发易服，构成了民族高压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一政策的强制推行，其结果，一是直接导发江南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剃发斗争，促成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同南明政权的联合，并以之为主力，与清廷展开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其二，则是它在民族心理上造成的隔阂，历二百数十年而不能平复，从而在一代历史中时隐时显，成为长期潜在的一个严重不稳定因素。

与之相一致，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开焚书恶劣先例，以“畔道驳注”为口实，于当年十一月，下令将民间流传的《四书辨》、《大全辨》等书焚毁。严饬各省学臣：“校士务遵经传，不得崇尚异说。”[1]翌年一月，又明令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2]。接着便于康熙初叶的四大臣辅政期间，制造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字冤狱——庄廷明史案。从此，研究明史，尤其是明末的明清关系史，便成为学术界的禁区。圣祖亲政以后，虽然奉行“宽大和平”的施政方针，对学术界苛求尚少，但是在这样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上，则不容越雷池一步。后来文字冤狱的再起，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著述而招致杀身惨祸，直至雍正、乾隆间文网密布，冤狱丛集，根源皆在于此。

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禁阏思想，摧残人才，成为一时学术发展的严重障碍。

第二，科举取士制度的恢复。

科举取士，自隋唐以来，历代相沿，既成为封建国家的抡材大典，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明末，战乱频仍，灭亡在即，科举考试已无从正常举行。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入主中原。十月，世祖颁即位诏于天下，明令仍前朝旧制，“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3]，从而恢复了一度中断的科举取士制度。顺治二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廷从科臣龚鼎孳、学臣高去奢请，命南京乡试于同年十月举行。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疏请“速遣提学，开科取士”，以消弭士子“从逆之念”。[4]于是乡试推及浙江。翌年二月，首届会试在北京举行，经三月殿试，傅以渐成为清代历史上的第一名状元。同年八月，为罗致人才，稳定统治，清廷下令复举乡试，来年二月再行会试。于是继傅以渐之后，吕宫成为新兴王朝的第二名状元。后来，傅、吕二人均官至大学士。

与之同时，清廷修复明北监为太学，广收生徒，入监肄业。旋即又改明南监为江宁府学，各省府、州、县学，也随着清廷统治地域的扩展而渐次恢复。同学校教育相辅而行，各省书院亦陆续重建，成为作育人才、敦厚风俗的一个重要场所。

自康熙二年起，清廷曾一度废弃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专试策论。后从礼部侍郎黄机请，于七年仍旧改回。从此，以八股时文考试科举士子，遂成一代定制。

第三，“崇儒重道”基本国策的实施。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一个世代相沿的传统。宋明以来，从孔孟到周、程、张、朱的所谓“道统”说风行，“崇儒重道”便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国策。

清初，经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干戈扰攘，顺治八年世祖亲政之后，文化建设的历史课题提上建国日程。九年九月，“临雍释奠”典礼隆重举行，世祖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5]翌年，又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十二年，再谕礼部：“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6]两年后，即于顺治十四年九月初七，举行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经筵盛典。下月，又以初开日讲祭告孔子于弘德殿。虽然一则由于南方战火未息，再则亦因世祖过早去世，所以清廷的“振兴文教”云云多未付诸实施，但是“崇儒重道”的开国气象，毕竟已经粗具规模。

世祖去世，历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回旋。在康熙初叶的数年间，辅政的满洲四大臣以纠正“渐习汉俗”，返归“淳朴旧制”为由，推行了文化上的全面倒退。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八年，清除以鳌拜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文化建设重上正轨。同年，圣祖亲临太学释奠孔子。翌年八月，为鳌拜等人下令撤销的翰林院恢复。十月，圣祖颁谕礼部，将世祖制定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提出了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治国纲领。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7]后来，清廷将所谓“圣谕十六条”颁示天下，成为一代封建王朝治国的基本准则。

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日讲重开。翌年二月，中断多年的经筵大典再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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