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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与禅让》

内容概要

《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新译本)》内容简介：美国达慕思大学艾兰（Sarah Allan）教
授，是著名汉学家，久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近知商务印书馆将陆续出版她的中译本著作集，使中国
学者能更系统全面地了解她的学说和贡献，这自然是非常值得欣幸的事。在讨论国际汉学研究时，我
曾说过：“对于一位学者，以至一个学派的研究，总是应将之放在其所处社会、文化的具体环境里面
去考察。”“汉学家常有自己的师学系统，同时其学说观点又必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哲学、
社会学与史学理论的变迁，不时会在汉学家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若不注意这一点，就很难体会一些汉
学家特有的思想与风格。”在读艾兰教授的著作时，我想也应该由此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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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兰（Sarah Allam）
著名汉学家。1945年出生于美国，1974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博士学位。1972年始任教于英
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现为美国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中国研究”讲座教授。
主要从事甲骨文、青铜器、竹简的研究，并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对先秦的文献、考古、思想和文
化颇多涉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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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序
第一章 问题与理论
1.前提
2.理论
3.方法与过程
第二章 传说系列1：从唐尧到虞舜
1.从尧到舜：统治权的转移
2.舜和丹朱：圣人与继承人
3.舜与许由：统治者与拒位者
4.作为开国大臣的舜
5.作为摄政者的舜
第三章 传说系列2和3：虞舜到夏禹以及夏王朝的建立
1.舜到禹、禹到启：从非世袭到世袭的转换
2.作为文化英雄的禹
3.传说系列2：由舜到禹
4.传说系列3：夏王朝的建立
第四章 传说系列4：商王朝的建立
1.由桀到汤：统治的转换
2.王朝建立时期：施政以德
3.汤和务光：统治者和拒位者
4.汤和伊尹：统治者和开国大臣
5.伊尹和务光、卞随：大臣与拒位者
6.摄政时期：世袭制的延续
7.伊尹与太甲：统治者与叛逆者
8.伊尹与太甲：摄政者与统治者
第五章 传说系列5：周王朝的建立
1.文王与武王：周王朝的建立者
2.从纣辛到武王：统治权的转移
3.太公望：开国大臣
4.摄政时期
5.周公，管、蔡与成王：摄政者，叛逆者与统治者
第六章 哲学家们
1.《墨子》
2.《论语》
3.《孟子》
4.《荀子》
5.《韩非子》与《古本竹书纪年》
6.《庄子》
第七章 结语
图表
参考书目
附录1：周汉文献中所见的太公望
问题的提出
确定史实性
太公一生中的历史事件
“师尚父”的角色
姜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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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身份
起源的传说
屠夫传说
游说之士和隐士
钓鱼的传说
船夫——相同的主题
开国功臣——从无名到有名
结论
附录2：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与禅让说
发掘背景
形制与字体
《唐虞之道》英译
世袭与禅让
禅让：唐虞之道
爱亲与尊贤
逢时
老而退位
其他时代的历史传说
燕哙王的禅让
哲学立场
结论
《唐虞之道》的版本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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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这是中国哲学的经典时代，&ldquo;
百家争鸣&rdquo;最初于众多的小国中，然后扩展到一些大的诸侯国，每个学派都希望能找到建立新的
长久的王朝的办法。这同样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商、周王朝的前身最初都是小部落，往往要依
靠亲缘关系、祭祖的体制和对贵族家庭的忠诚来维持君王的权力。后来新兴的国家，譬如秦，以严酷
的法制来组织管理国家，这就削弱了贵族家庭的权力。整个中国，战国的危机导致了极不寻常的社会
变动，与此同时，那些雄心勃勃的有能力的人则利用了不稳定的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机会。一些哲学家
为这种新的变动推波助澜；另一些则把它看做一种威胁，并强调传统秩序的家庭关系。即使是在汉朝
建立之后，固守旧时代家庭模式与支持新制度的不同势力之间仍旧争辩不休。　　战国时代社会形态
的变化是哲学家们格外关注的，但是在任何社会中，不同亲缘家族之间的区分，都是一种个人家庭、
家族责任和更大的包含家族的国家组织的责任之间的内部斗争。在这些文献中哲学家不断地权衡、平
衡这些世袭制的原则，并且尝试解决这种冲突。于是，历史就像它在这些文献中所呈现的那样，将会
具有与神话类似的功用&mdash;&mdash;揭露逻辑矛盾并调试这些相互冲突的原则。　　在所有涉及的
文献中，只有《史记》和《古本竹书纪年》将这些阶段的事件作为年代顺序中的一部分来记录。而其
他文献只是简单概括这些事件，借用其表达哲学思想或者进行政治论争。这种简括的叙述常常以平行
的方式列出来证明一个基本的原则&mdash;&mdash;此原则在随后章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明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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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强行借用结构主义来分析中国历史
2、从事先秦史的教学和研究多年，感觉到作者对史料的另类解读，与国内的研究视角差别比较大。
一般而言，对于史料，一些研究者不分真实与否而，加以引用并大发评论，就事论事。而作者本人站
在史料发展的长河里，从史料创造者或收集者的角度出发，“同情之理解”，来解读史料，进而解读
其史料使用的用意，并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主题“改朝换代”紧密联系在一起，读来让人感觉耳目
一新。
3、书本质量还算不错
4、思路通畅，译者的文笔也不错。看后对突破中国传统史学的局限很有帮助。
5、早有耳闻，刚开始读。其研究方法和思路别具特色，很有启发性！
6、谢谢老婆给我买书。谢谢表弟把书扛到美国来给我。
7、古人為什麼會用一種能夠流傳給我們的方式，記錄下他們的所作所為。由此了思考中國歷史文化
以及中西思想文化的異同。
8、本书采用结构主义深化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春秋战国之前王朝更替的传说，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分析，得出了迥异于古史辨学派的看法，非常有意思。更可贵的是，作者参考了众多考古学的发现
，在材料上也十分扎实。
9、版本不错，价格很划算，很好的一本书
10、世袭与禅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所谓是国天下与家天下。换一个角度看看老外是如何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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