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学与秦汉政治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经学与秦汉政治

Classical Studies and Politic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无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中文 300-500 字）

“经学与秦汉政治”课程为历史学专业的专业拓展课，面向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古代政治

体制大致确立于秦汉时期，政治与学术的互动为此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经学的发

生、发展乃至最终形成，毋庸置疑受到了秦汉政治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本门课程以时间发展为序，

着力关注重要时间节点、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史实考察与脉络梳理力图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

呈现秦汉时期不同时段政治与经学之间的彼此促进、互相影响的历史进程，并努力探寻此种变化背

后的历史必然性。

选修本门课程的同学应对中国古代史有一定了解，有志于通过系统学习进一步把握秦汉时期政

治发展与学术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建立起对于政治史与学术史更为立体直观的认知。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 for first-yea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History.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was largely established in the Qin-Han
period, feat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cademics. It can also be said that
the genesis, development and eventual form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were
undoubtedly directly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s of the Qin-Han period. This
course takes the temporal development as the line, focusing on significant time nodes and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This course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influence between politics and classical stud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directions and levels through examining
historical facts and different lines, and strive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behind
such changes. Students taking this course should have a certain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are interested in further grasp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evolution 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through systematic
study, so as to build up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and academic
history.

教材

（Textbooks）
无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1.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1959年版。

2.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 2015年。

3.钱基博：《经学通志》，岳麓书社 2010年版。

4.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5.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岳麓书社 2013年版。



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7.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九州出版社 2014

8.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9.周予同：《经学和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10.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1.冯鹏：《西汉经学与灾异思潮》，中华书局 2022年版。

12.姜海军：《中国经学史十五讲》，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

13.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14.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15.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16.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17.姜广辉：《中国经学史（先秦编）》，岳麓书社 2022年版。

18.姜广辉：《中国经学史（汉唐编）》，岳麓书社 2022年版。

19.何耿镛：《经学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20.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中华书局 2011年版。

21.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杭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

22.叶纯芳：《中国经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23.梁振杰：《从诸子之学到官方经学：儒学由先秦至汉的转变研究》，中华书局 2021年版。

24.陈鸿森：《汉唐经学研究》，中西书局 2021年版。

25.潘斌：《经学·礼学的与中国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26.边家珍：《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27.梁宗华：《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28.王承略：《郑玄与今古文经学》，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29.张涛、项永琴：《秦汉齐鲁经学》，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30.王继训：《汉代诸子与经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历史学院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历史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袁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一、通过课程学习，帮助学生全面了解秦汉时期政治文化的发展及演进历程，深刻理解政治变

革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内涵。

二、通过课程学习，帮助学生初步掌握秦汉时期经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而通过课后阅读以及

自主学习，初步了解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整体图景。

三、通过课程学习，帮助同学精准把握秦汉经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逻辑，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历史使命。



考核方式（Grading）
本课程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开卷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视出勤情况、

课堂讨论等表现而定；期末开卷考试占总成绩的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2

第一讲：导论

一、经学的内涵

二、中国传统经学的发生与演变历程

三、经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逻辑

第二周
2 2

第二讲：中国经学的历史渊源以及秦汉之际的传承发展

一、孔子与六经：经学的发生与早期发展

二、战国时期诸子争鸣与经学阐释

三、秦汉之际的政局演变与学术演进思潮

第三周
2

1.

5

0.

5

第三讲：汉初政治与经学复苏

一、汉初“过秦”风潮下的政治与学术形态

二、“黄老无为”政治下的思想盛世

三、汉初经学的复苏与传播

第四周
2 2

第四讲：西汉中期的政治演进与理论格局

一、先秦以降改制理想的发展与传承

二、德运之争与汉代政治的内在逻辑

三、治国思想与学术思潮的“无为”“有为”之争

第五周
2 2

第五讲：公羊学的崛起与发展

一、公羊学派的学术谱系与历史传承

二、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儒学

三、董仲舒新儒学的思想倾向与体系构成

第六周
2

1.

5

0.

5

第六讲：独尊儒学与汉武帝“大有为”政治的内在逻辑

一、“大一统”理论的深刻内涵及现实需求

二、经学理论的历史演进：从五德终始说到《春秋》三世说

三、独尊儒术的历史进程与内外因素

第七周
2 2

第七讲：汉武帝时代的经学格局与政治体系探索

一、汉武帝对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借用与改造

二、汉武帝与儒学的内在分歧

三、轮台罪己诏的再解读

第八周
2 2

第八讲：霍光时代的治国理念与经学取向

一、西汉中期内外朝格局的建立及影响

二、盐铁会议前后的权力格局与政治博弈

三、霍光执政时代



第九周
2 2

1.

5

0.

5

第九讲：孝宣中兴与西汉中期的经学转向

一、谷梁学的历史传承与汉代发展

二、卫太子事件所折射的经学分歧

三、汉宣帝与霍光

第十周
2 2

第十讲：西汉中后期公羊学与谷梁学的升降

一、公羊与谷梁之争的历史回顾

二、公羊学与谷梁学的理论异同

三、石渠阁会议的经学意义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第十一周
2 2

第十一讲：霸王政下的汉家制度

一、经学与儒生的缘饰作用

二、汉武帝以降霸王政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三、武宣之世政治与经学发展的异同

第十二周 2
1.

5

0.

5

第十二讲：谶纬之学与西汉后期政局演变

一、儒生政治的兴起与西汉政局的转向

二、谶纬之学与公羊学的内在联系

三、谶纬风行下的汉代政治与社会

第十三周 2 2

第十三经：古文经的异军突出与汉代中绝

一、刘歆与古文经的崛起

二、古文经与今文经的旨趣异同

三、经学极盛时代与王莽代汉的历史必然性

第十四周 2 2

第十四经：谶纬之学与东汉政治的离合

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历史进程

二、谶纬之学与东汉政治的内在关系

三、东汉前期今古文经学进退消长的历史原因

第十五周 2 2

第十五讲：东汉政治演变与今古文经学合流

一、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发展态势及其特征

二、白虎观会议召开的历史意义

三、东汉经学的神学化历程

第十六周 2
1.

5

0.

5

第十六讲：汉末政治与经学的统一

一、东汉后期的政治走向

二、古文经学的强势崛起及其对东汉社会的深远影响

三、郑何之争与经学一统下的东汉政局

总计
3

2

2

9.

5

2.

5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