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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论元典之%人&义重释

李建中

摘!要! 先秦文论元典之中!%人&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关键词# 首先!先秦文论关于%人&的定义是多元的!儒家元典将
%人&与%仁&互训!强调%人&的仁义及慈爱$道家元典主张%人法自然&!强调人的天性及逍遥!墨家元典崇尚%人&的非乐
与节欲!构成%人&论之另类# 其次!倮虫三千!人为之长# %人&长于何处1 语言# 孔儒有立言)文言)慎言之诉求!庄子
有寓言)重言)卮言之策略# 同为儒家文论元典!-尚书.是训诰!-论语.是对话!-孟子.是辩难$同为道家文论元典!-老
子.是诗体!-庄子.是谐体# 综合儒道!可将先秦文论元典%人&的语言性存在表述为训诰与对话)辩难与独白)诗言与谐
言的悖立与整合# 再次!-易.以%乾&为首!%乾&以%人&为心# 三才之心不仅是%人&的定位!更是%人&的使命# 天!人之
巅顶也!既超越式地标举人的永恒!亦宿命般地规定人的位阶# 重释先秦文论元典之%人&!既可除本土人%义&歧出)人
%言&悖立和人%命&乖谬之障!亦可去异域近现代哲学从尼采到福柯的%人之死&之弊!从而为汉语阐释学%人&义重释提
供新的思路及方法#
关键词! 人义$!人言$!人命$!先秦文论元典
作者简介! 李建中!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论及文化研究#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
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VV 号武汉大学文学院!邮政编码" F&##"$# 电子邮箱" H<H+3T'0%Y&45)2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项目编号" %$ ĈS%W&+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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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9.9;1(7)9;
&1#2/)" S"F"*5V2/5E! K(4S4! ,-.J9)A7--)9,/ 1(7:5())3)AL(,/7-7E./>*.>7./< E,179.1*97.1Z*(./ U/,@79-,1;4M,-.97.
)A.5.<72,5-J75,.31;,/53*<7-L(,/7-73,179.9;1(7)9;./< 5*31*974?<<97--" :5())3)AL(,/7-7E./>*.>7./< E,179.1*97! Z*(./
U/,@79-,1;! $VV ].;,8).<! Z*5(./>S,-19,51! Z*(./ F&##"$! M*I7,K9)@,/57! L(,/.4Q2.,3" H<H+3T'0%Y&45)26(,-.91,537
,--*JJ)917< I;1(7̀ .T)9K9)T751)AO.1,)/.3:)5,.3:5,7/57-P*/< '%$ ĈS%W&(4

!!据统计#*全唐诗+收录诗作 FX#V## 余首#出
现频率最高的字是,人-' 共出现 &V#%VW 次% 汉
字的六书#象形为首)象形字之中#,人-字为要%
姜亮夫指出',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
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姜亮夫 YX"
今天所能见到的甲骨文#表人的占五分之一以上%
从殷商甲骨文到唐代诗歌#中国文化及文学之重
,人-是有目共睹的% 问题是#汉语文化及文学的
,人-#其,义-何在5 其,言-何在5 其,命-又何
在5 这些问题#在古典时期已因三教分殊$诸子杂
陈而其异如面% 五四之后#由于西学东渐尤其是
人本主义思潮的进入#使得汉语的,人-面目不
清' 其,义-歧出#其,言-悖立#其,命-乖谬% 西
方近现代哲学#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
,人之死-#在消解先验主体论传统的同时企图否
定自轴心期以来的人学传统% 因此#如何拨开历
史与现实的迷雾#返回语义现场#重新发现,人-#
似为当下之要务#学术之使命%

一" %人&义多%方&

卡西尔!%X"F(%VFW 年" *人论+在谈到学界
关于,人-的定义歧出时指出',我们近代关于人
的理论失去了它的理论中心% 我们所得到的只是
思想的完全无政府状态% 2334一个可为人求
助的公认的权威不再存在了% 神学家#科学家#政
治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种学家#
经济学家们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

题% 2334著作家个人的气质开始起到决定性
的作用% 欲望人人有之#每一位作者似乎归根到
底都是被他自己关于人类生活的概念和评价所引

导的%-!卡西尔 %X"在卡西尔看来#关于,人-的
定义之所以歧义百出#一是因为学科化#二是因为
个人化' 二者合起来酿成同一个结果' 不同学科
的,人-或不同气质的,人-或不同学科!气质"的
,人-互不通气#各自得出关于,人-的不同界定和

阐释% 卡西尔*人论+出版于 %VFF 年#讲的是近
现代关于,人-的定义% 实际上#,人-之定义歧
出#早在轴心时代就开始了%

轴心时代的柏拉图在讨论,美-之定义时曾
感叹' 美是难的% 关于,人-#我们可以说同样的
话% 从逻辑上讲#,人-之定义的困难在于这一
,定义行为-!或曰,阐释行为-"所必然具有的悖
论性质#颇似罗素那个家喻户晓的 ,理发师悖
论-% 人给自己下定义#有点像理发师给自己理
发% 当然#理发师可以为自己理发#人也可以为自
己下定义% 问题是#当,人- !作为阐释主体"为
,人-!作为阐释对象"下定义时#,人-的因素会
影响到定义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准确性% 刘勰
*文心雕龙&知音+篇在感叹,知音其难-时#列举
了,知音者-常犯的三种错误' 文人相亲#贵远
!古"贱近!今"#信伪迷真% 刘勰谈的是文学阐
释#我以为也适用于,人-的阐释% ,会己则嗟讽#
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结
果自然是 ,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范文澜
"%F"%

刘勰这里所讲的,会己-和,异我-#大体上属
于个人气质性格或者胸襟识见等主体性缘由)而
,一隅之解-与,万端之变-的对举#则与阐释者所
属之学术门户和所持之学术见解相关% *庄子&
天下+篇讨论上古学术史#有,道术-与,方术-的
分别% 道术是解决整体性甚至本体性问题的#是
要拟,万端之变-的!范文澜 "%F")而方术则为一
方之术#一得之见#也就是刘勰所讲的,一隅之
解-!"%F"% 正如,方术-不能解决,道术-的问
题#站在某一门户的立场或者囿于某一学派成见#
是很难给,人-下定义的%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岂止是,文学-5 从
宽泛的意义上讲#人文社会科学之中#任何一门学
科都可以说是,人学-% 从轴心期时代到互联网
时代#研究,人-的,学- !学科"越来越多#研究
,人-的人!学者"也越来越多#但离,人-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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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义和真相则越来越远% 即使是专门研究,人-
的学科也是如此#比如人类学% 既有科学的人类
学#又有哲学的人类学#也有神学的人类学#后来
还有文学的人类学#心理学的人类学#历史的和文
化的人类学33,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 因
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

念% 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
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
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卡西尔 $V"%

就汉语学界关于,人-的阐释而言#有没有一
个,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5 关于人的概
念是否,更加混乱不堪-5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
入探究的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汉语阐释界关于
,人-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是变动不居的#是因
时因世因人因势而异的% 究其缘由#除了前述
,人-之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局限和现代学术分科
治学的种种弊端#还有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原因'
近代西学东渐之后#西方种种关于,人-的定义对
汉语,人-义的冲击% ,人-是什么5 古希腊先哲
说人是爱智者#中世纪神父说人是上帝的恩赐#
%Y(%" 世纪之交莎士比亚说人是万物之灵长$宇
宙之精华#%X 世纪卢梭说人生而自由而又无往不
在枷锁之中#%V 世纪达尔文说人是生物进化$自
然选择的结果#$# 世纪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
物#$% 世纪赫拉利说人是算法的动物!33近代
以来#西方学界关于,人-的种种定义#关于,人-
之阐释的种种思路及方法#深度地影响了汉语学
界% ,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
!范文澜 "$""#汉语学界如何在,人-的阐释领域
解决,沉予闻-,尘彼观-的问题5 回到轴心时代#
回到华夏元典#在中华元典中重新发现,人-#重
新阐释,人-#既与西方人本主义和先验主体论传
统平等对话#亦与 $# 世纪以来关于,人-的解构
主义思潮平等对话%

按照冯天瑜先生的说法#中华元典主要指先
秦两汉的五经和诸子书% 先秦两汉元典关于
,人-的定义是多元的#*说文解字+',人#天地之
性最贵者也% 此籀文#象臂胫之形% 凡人之属皆
从人-!许慎 &YW"% 关于,人-之字义!天地之性
最贵者也"#段注曰',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
得为天地之心% 惟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
为极贵%-!&YW"关于,人-之字形!象臂胫之形"#
段注曰' ,人以纵生#贵于横生#故象其上臂下

胫%-!&YW",纵生-贵于,横生-#直立行走之人贵
于仆伏爬行之兽% 段玉裁说,人-形#其实还是在
说,人-义% 许慎和段玉裁都没能见到甲骨文#但
他们对籀文之,人-的解释却与甲骨文之,人-的
本义暗合% 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对,人-
的解释是,象人侧立之形-#并引*说文+,!人"象
臂胫之形-而称 ,*说文+说形近是- !徐中舒
X"W"%

段玉裁注许慎,人-说#大量征引*礼记&礼
运+篇之,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
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阮元 %F$&"#又,人
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
生者也-!%F$F"% 段注所引*礼运+之,子曰-#还
讲到了何为,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为,人
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
臣忠"#何为,人利-!讲信修睦"#何为,人患-!争
夺相杀"!%F$$"#等等%

凡人之属皆从人#原始儒学的关键词,仁-是
,人之属-#故,从人-% 而儒学之,人-义#其核心
之处在于,人-与,仁-互训% 孔子多次讲,仁者人
也-#"

孟子也讲,仁也者人也-% *说文+许慎说
,仁-',仁#亲也#从人二% 从人#刃声%- !&YW"段
玉裁认为,仁-是一个会意字#会,人耦!偶"-之
意% 何为,人耦-5 段注曰',人耦犹言尔我亲密
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
!&YW"段注还引了*中庸+ ,!子曰"仁者人也-和
*孟子+,仁也者人也-来证明他的,仁-与,人耦-
之关联%

先秦文论元典说,人-#儒家的,人-是在世
的#道家的,人-是超越的% *老子+ *庄子+等道
家文论元典主张,人法自然-#强调人的天性及逍
遥% 后来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王先
谦 &V&"#是说在,天-与,人-二者之中#庄子重
,天-而不重 ,人-#所以其 *解蔽+篇欲解庄子
,人-义之蔽% 他如*墨子+崇尚,人-的非乐与节
欲#*列子+宽容,人-的感性与放纵#*韩非子+规
训,人-的法$权$势等等#既酿成先秦,人-论之另
类#又构成中华元典,人-义多元之景观% 从观念
的层面论#有,人-的仁性!儒家"$天性!道家"与
悟性!佛家")从经验的层面论#有,人-的生命!管
子,人者身之本也-"$劳作!孟子,劳力者治于
人-"和语言!庄子,言隐于荣华-"% 前者是人的
超越与无限#后者是人的在世与有限' 二者共同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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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大写而真实的人#立体而多元的人%

二" %人&言在%我&

中华元典中#*尔雅+被称为,五经之训诂-#
*释诂+*释言+*释训+三篇释,词- !普遍词语"#
余下诸篇释,物-!百科名词"% *尔雅&释诂+关
于,我-的训诂共有九个同义词',卬$吾$台$予$
朕$身$甫$余$言#我也-!阮元 $W"&"% *诗经+的
毛传和郑笺亦训,言-为,我-% *淮南子&泰族
训+称',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 !刘文典 YXV"
如果说# *淮南子+的 ,通己于人-还只是强调
,言-对于,人-!人际交往"的功能性或工具性价
值)那么#*尔雅+的,言#我也- !阮元 $W"&"则是
关于,人-的本体性和本质性规定% *大戴礼记&
易本命篇+有,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
!王聘珍 $WV(Y#"#王充*论衡&商虫+篇约言为
,倮虫三百#人为之长- !黄晖 "%Y "% 较之于
,虫-#,人-长于何处5 言也% 借用前述许慎的话
来设问' 天地之生!性"#人何以极贵5 言也%

易有八卦#乾居其首)乾之三爻#人居其心%
在会意的层面上说#,乾-卦或可读作,人-字' 一
位立地顶天之人#一位性灵所钟之人% *周易&
系辞上+列举,*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首标,以
言者尚其辞-!高亨 W&%"% *系辞上+又称,鼓天
下之动者存乎辞-!WFF"#人之言辞何以能鼓天下
之动5 千年之后#刘勰答曰',辞之所以能鼓天下
者#乃道之文也%-!范文澜 &"*文心雕龙&原道+
在追溯了从伏羲画卦到仲尼翼易的华夏文明史之

后#总括出关于,文学-的定义',心生而言立#言
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刘勰关于,文学-的定义有两个关键词',人-
与,言-% 刘勰的,人-来自*周易+乾卦所呈现的
宇宙结构#,人-为天地之心$三才之魂#是为,心
生-)天地宇宙之中#唯,人-能,言-#唯,人-有
,辞-#是为,言立-)当人开始言说之时#是为,因
文以明道-#人类文明方始彰明#方始灿烂#方始
文明以止#是为,文明-% 从,心生-到,言立-#从
,言立-到,文明-#既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过
程#也是,人-的身份和价值得到确证的过程#而
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
角色%

先秦文论元典,人-义多,方-#关于,言-的

言说亦因人!言说者"因方!学派"而异% 这种差
异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言-之本
!本体$本质"#二是关于,言-之体!体类$体貌"%
就前者而言#有孔子的,慎辞-与庄子的,忘言-之
别)就后者而论#则有诸子之言的才性异区$其异
如面% 而这两大方面的差异性#又可归源于一个
共同的缘由',言-者在,我-%

前面提到#*尔雅&训诂+列举出,我-的同义
词共有九个#加上紧随其后所列举的,身-和,予-
的同义词#*尔雅+用来表现,人-之身份定位即自
我确证的汉字共有 %$ 个% ,言-者在,我-#不同
的,我-有不同的,言-#不同的,我们-更是有不
同的,言-% 就,人-言在,我!们"-而论#先秦文
论元典中最大的差异当然是儒$道之异% 孔儒有
立言$文言和慎言之说' 立言者#求之不朽也)文
言者#传说经典也)慎言者#宝重其言也% 三言所
指#指向,言-对,人-的三重意义' 不朽之因$经
典之翼和交通之要% 道家也有,三言-#即庄子的
寓言$重言和卮言% 从表现上看#庄子的三言属于
言说方式#属于言之体)但溯其根源#则,三言-之
本根#在于道家对,言-者在,我-的本体性认知%
寓言是借外而言之#重言是借他人而言之#卮言则
是随其俯仰$任其自然而言之% 察其共性#究其根
本#,三言-论者对,言-持一种方可方不可$无为
无不为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必然要通向,忘言-或
,无言-的%

言之本有两家之别#言之体则有百家之异%
不仅是不同的,我们- !即各家各派"有不同体貌
不同风格的言#即便是同一类 ,我们-#也会因
,我-之不同而,言-各有体% 比如#同为先秦儒家
文论元典#*尚书+是训诰式#*论语+是对话式#
*孟子+是辩难式)同为先秦道家文论元典#*老
子+是诗体式独白#*庄子+是谐体式卮言% 综合
儒道#可将先秦元典,人-的语言性存在表述为训
诰与对话$辩难与独白$诗言与谐言的悖立式整
合% 总体上说#先秦文论元典中的,人-之,言-#
无论是,人-言在,我-还是,人-言在,我们-#其
核心精神都是相通的' 就表层而论#是孔子说的
,不言#谁知其志-)其深层意蕴则可引申为' 不
言#谁识其,我-% 言者#我也%

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在 $# 世纪有一次语言
学转向% 就中西比较的层面而论#这种有后现代
意味的转向#其实是转向了前现代即人类的轴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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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卡西尔 *人论+有一章专论 ,语言-)关于
,人-言在,我-#卡西尔的主要观点有五#而每一
个观点都与先秦文论元典的语言观有可通约之

处' 其一#人类世界#语言占有中心地位#要理解
宇宙#必须理解人的语言!不言#谁知其世")其
二#语言就其本性$本质而言#是隐喻的!寓言十
九")其三#语言是一种能 !7/79>;"而非一种功
!H)9R"!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其四#语言有共
时性!规律和规则"$历史性!个人和个性"和创造
!创生"性等功能!字者#孳乳也")其五#人类语言
因上帝的巴比塔!6(76)H79)A].I73"而交通其难
哉!绝地天通" !卡西尔 %W%("F"% $% 世纪问世
的*人类简史+#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时空领域讨论
,智人-的语言问题#将,河边有狮子- ,八卦-和
,虚构-这些,言-之功能#作为,智人-的根本性
特征!赫拉利 $&"% 从卡西尔到赫拉利#我们看
到,人-言在,我-的!中西"可通约性%

三" %人&命关%天&

前面谈到#*易+之,乾-卦可视为,人-#视为
天地之心的 ,人-% *易+以 ,乾-为首# ,乾-以
,人-为心#三才之心不仅是 ,人-的定位#更是
,人-的使命和运命% *说文+',天#颠也% 至高无
上#从一大%-段注曰',颠#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
称%-!许慎 %"天既从人又从大#*说文+释,大-#
称,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 !许慎 FV$"%
故就字形$字义而论# ,天-与 ,人-是一体的'
,天-字出生伊始#便与,人-字浑然一体$须臾不
离% ,天-在,人-的头顶!,仰以观于天文-" !阮
元 """#也在人的心中!君子心,畏天命-" !杨伯
峻 %"F"#既是人的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王弼 YF"亦是人的疑窦!,天何
所沓5 十二焉分5-" !董楚平 FX"33作为,人-
之巅顶的,天-#既超越式地标举人的位阶甚至永
恒#亦宿命般地规定人的顺从甚至仆伏%

,人-命关,天-% *说文+许慎说,命-',命#
使也% 从口从令%-段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
也% 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 故曰命者天之令
也%-!许慎 W""命从口#故与,言-相关)命从令#
又与,天-相关% ,令-既可以来自,君-亦可以来
自,非君-#而无论来自何处#既曰,命-则为,天之
令也-% 命#使也)使命#天之令也% 故*礼记&中

庸+开篇便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
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所离非道也%-郑
玄注曰',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 是谓性命#
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
知%-!阮元 %Y$W"郑玄将,天-之五行!木金火水
土"与,人-之五性!仁义礼信智"一一对应#既是
建立华夏文明,天人合一-的语义学根基#更是为
了强调,天命-在宇宙论意义上的合法性和权威
性% 在从郑玄到段玉裁的汉语阐释史中#,人-之
,命-有着两个层面的语义内涵' 一是生物学意义
上的#一是哲学意义上% 就前者而论#性命亦为生
命#故,天命之谓性-方可解释为,天所命生人者
也-)就后者而论#性命又是道之命亦即形而上之
命#故,天命-亦可解释为非君和非非君的,天之
令也-%

,人-命关,天-#儒道皆然)不同的是#先秦道
家文论主张法天#儒家文论则是畏天% *老子+第
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王弼 YF"在老子那里#道即自然#故这段话可约
言为,人法自然-% 老子讲,上善若水-#主张人法
水道#不争而无尤)老子又讲,天地不仁-,圣人不
仁-#是说圣人应该如天地一般无所偏爱#顺其自
然% 道家的庄子#接着老子讲天钧$天籁$天德$天
机$天人% 庄子最推崇的,道术-其根本特征便是
,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 !郭庆藩 %#YF"% 被
誉为儒家,五经-之首的*周易+其实也有,法天-
之内涵% 八卦起首两卦#乾义为健#坤义为顺#故
乾卦的*象传+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
卦的*象传+有,地道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种
,天如何#地如何#人如何-的法天式思维及言说#
可谓贯穿*周易+之始末%

当然#儒家文论的,人-命关,天-#最为核心
的理念是孔子的三畏之首',畏天命-% 如果说#
,天-在老庄那里#还是自然的#素朴的#虽不可说
却是可知可感的% 在孔子这里#,天-反而是神秘
的$主宰的$宿命的#,巍巍乎; 唯天为大- !杨伯
峻 X$"% *论语+中#,天命-出现三次),天-字出
现 %X 次#其中有 %Y 次是讲,天帝$天神或者天
理-!杨伯峻 $$%"% 上天是不能得罪或欺骗的#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Y&"% 上天主宰着人的运命与死生#故
颜渊殆而孔子悲叹',天丧予; 天丧予;-!%%%"故
畏于匡而孔子不惧',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

&%&X&



先秦文论元典之,人-义重释

予何5-!X""说到底#天是不言而成的',天何言
哉5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XW"

老子的法天与孔子的畏天#路径虽异#旨趣却
是相通的#所谓殊途同归是也% 归于何处5 命也%
法天或者畏天#就消极的层面论是人的宿命#就积
极的层面论则是人的使命#合起来讲则是人的命
运% 而就人的命运而言#先秦文论元典中几个与
,人-相关的汉字#既修辞性地赞颂,人-命的伟大
!如,健-与自强之人#,圣-与大通之人#,道-与
求索之人"#又形象化地泣诉,人-命的悲怆!如
,民-与为奴之人#,臣-与屈服之人#,刖-与刑余
之人"%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
可能理解#为什么继北方的老子,法天-$孔子,畏
天-之后#南方的屈原要发出疑,天-之,问-',鲧
何所营5 禹何所成5 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
倾5-!董楚平 W#"% 屈原的*天问+是文学作品#
兼有诗人之哲思与哲人之诗性)与老庄孔孟同处
人类轴心时代#屈原之问,天-#其对人之命运的
质疑和对人生道路的求索#是既关乎天道亦关乎
人事的% 卡西尔的*人论+指出',为了研究人类
事务的秩序#我们就必须从研究宇宙的秩序开
始%-!卡西尔 %X"在西方有哥白尼的日心说#在
东方有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 后者追源,文
明之元-#从,天-开始说起' 所谓,玄黄色杂#方
圆体分-!范文澜 %"#所谓,日月叠璧#以垂丽天
之象-!%"% 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之中#既有,人-命
在,天- !从天之文到人之文"#亦有 ,人-言在
,我- !心生(言立(文明"#二者皆指向,人-义
多,方-!才性异区#其异如面"% 于是#我们看到
先秦文论元典的,人-义$,人-言和,人-命对后
世文论及文化的巨大影响%

注释#6/#%($

! 这还不包括前述从 %V 世纪到 $# 世纪的尼采!上帝之
死"和福柯!人之死"%
" 除了上引*礼记&礼运+篇#*礼记&表记+篇亦有子
曰',仁者人也-#后者见*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 中华
书局#%VX# 年"#第 %Y&V 页%

引用作品#7/)8(9"#%0$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甘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
社#%VXW 年%

2L.--,979# Q9/-14?4 *++&,-4 C&4469./-4g./ [./>4
:(./>(.,' :(./>(.,69./-3.1,)/ K*I3,-(,/>M)*-7# %VXW44

董楚平' *楚辞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2S)/># L(*J,/>4:)/>-)AL(*' G%&4+#&'(-4 J('3 ?44-'&F

'(-4+4:(./>(.,' :(./>(.,L(,/7-7L3.--,5-K*I3,-(,/>
M)*-7# $#%$44!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VWX 年%

2P./# Z7/3./4?44-'&'(-4+'-@('"%&%,C(49 &49 '3"!&%)(45
-.H%&5-4+: ]7,T,/>' K7)J37D-E,179.1*97K*I3,-(,/>
M)*-7# %VWX44!

高亨' *周易大传今注+% 济南' 齐鲁书社#%V"V 年%
2g.)# M7/>4?44-'&'(-4+'-Q%"&'!-OO"4'&%,-.G3"8--=

-.!3&45"+4_,/./' a,3* K97--# %V"V44
郭庆藩' *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 年%
2g*)# a,/>A./4 R&%(-%1O -.!31&45 GX14 Q<4 Z./>

B,.);*4]7,T,/>' C()/>(*.]))R L)2J./;# $#%$44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林俊宏译% 北京' 中信出

版社#$#%" 年%
2 M.9.9,# [*@.3 O).(4 E&B("4+' ? 8%(". L(+'-%, -.

L1O&4=(49469./-4E,/ _*/()/>4]7,T,/>' L(,/.LN6NL
K97--# $#%"44

黄晖' *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 & 册% 北京' 中华
书局#%VV# 年%

2M*./># M*,4?44-'&'(-4+'-G3"8&#&4;"9 N4a1(%("+# J('3
R&%(-%1O $,@(1 /&4+1(4\)34&4]7,T,/>' C()/>(*.
]))R L)2J./;# %VV#44

姜亮夫' *古文字学+%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VXF 年%
2_,./># E,./>A*4!3(4"+"/&#&"-5%&B3,4M./>'()*' C(7T,./>

K7)J37D-K*I3,-(,/>M)*-7# %VXF44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冯逸$乔华点校% 北京' 中华

书局#%VXV 年%
2E,*# Z7/<,./4R&%(-%1O-.L1&(4&4X(4Q<-4P7/>[,./<

a,.)M*.4]7,T,/>' C()/>(*.]))R L)2J./;# %VXV44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VX# 年%
28*./# [*./# 7<4G3(%'""4 !#&++(;+J('3 *A"5"+(+4]7,T,/>'

C()/>(*.]))R L)2J./;# %VX#44

王弼'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释% 北京' 中华书
局#$##X 年%

2Z./># ],4?44-'&'(-4+'-@&-GX16+G&-G"!3(454Q<4E)*
[*3,74]7,T,/>' C()/>(*.]))R L)2J./;# $##X44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 北京' 中华书
局#%VX& 年%

2Z./># K,/'(7/4N4'"%B%"'&'(-4+-.H&('3"Q%"&'"%6+8--=-.
D('"+4Q<4Z./>Z7/T,/4]7,T,/>' C()/>(*.]))R
L)2J./;# %VX&44!

王先谦' *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北京' 中华
书局#%VXX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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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 B,./b,./4R&%(-%1O-.014X(4Q<-4:(7/ B,.)(*./
./< Z./>B,/>+,./4]7,T,/>' C()/>(*.]))R L)2J./;#
%VXX44

许慎'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VX% 年%

2B*# :(7/4*AB#&(4(45 Q%&B3+&49 ?4&#,X(45 !3&%&;'"%+#
J('3 ?44-'&'(-4+4Q<4S*./ [*5.,4:(./>(.,' :(./>(.,
L(,/7-7L3.--,5-K*I3,-(,/>M)*-7# %VX%44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Y 年%
2 B*# C()/>-(*4 ? H(;'(-4&%, -.T%&;#"8-4" E;%(B'4

L(7/><*' :,5(*./ E7+,5)>9.J(,5.3K97--# $##Y44
杨伯峻' *论语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VWX 年%
2[./># ])T*/4?4&#";'+-.!-4.1;(1+' G%&4+#&'(-4 J('3

?44-'&'(-4+4]7,T,/>' C()/>(*.]))R L)2J./;# %VWX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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