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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學發展史》從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出發，有選擇地吸收前賢尤其是當今學者

的研究成果，以春秋公羊學的發展史為經，以春秋公羊學理論內涵為緯，經緯交

織地剖析春秋公羊學理論的歷史變化，以西漢還西漢，以東漢還東漢，以清代還

清代，以董仲舒還董仲舒，以何休還何休，以劉逢祿還劉逢祿，各歸其位，力求

准確地說明不同歷史階段所具有的獨特內容，並公允地評價其理論得失。依據漢

代以來的社會歷史變化及其與社會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而出現的春秋公羊學

的理論變化，可以將其兩千年的發展史大致分為六個階段：戰國的形成階段、西

漢的興盛階段、東漢的成熟階段、漢後至清中期的衰落階段、清代的理論復興階

段、晚清與近代的嬗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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