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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专著。
本书以经学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古代古代经学的概况、发展特点，兴衰演变过程以及各个时期经学代
表人物的思想言论等，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可供相关研究人员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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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西汉的今文经学　　第一节　汉初的经学思潮　　一、“过秦”　　气象恢宏的西汉是
继秦以后又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西汉政权同秦王朝一样，是战国以来封建地主制经济及其上层建筑历史发展的产物；同秦王朝比较起
来，它又具有更为广泛、更为深厚的基础。
因此，西汉政权建立后，一方面承袭秦制，重建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另一方面又
对秦制进行改造，使封建制度更加完善。
西汉政权对秦制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行郡国并行制，即在中央直接控制的中心区
域实行郡县制，而在原来六国地区实行分封制，建立刘姓诸侯王国，定“磐石之宗”，以藩卫京师；
二是杂采周、秦、楚的古礼和乐舞，制定王朝的礼仪制度和宗庙乐舞；三是用黄老之学取代法家学说
；四是革除秦王朝的暴政，实行约法省禁、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
西汉建立后，在政治上废除了秦王朝的苛暴统治，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抛弃了秦王朝以法家为一统、禁
绝百家的专制统治思想，对各种学术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惠帝四年（前191年），正式废除了“挟书律”，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于是民间隐藏的先秦典籍纷纷出世，一些口授之学也开始著于竹帛，广布流传。
各家学术思想非常活跃，他们相互论难，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献计献策，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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