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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7年针对青年学生出版了一套《传世经典随身读》的系列丛书，社会反响很大。
在此基础上，2009年又选择了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晏阳初、陈独秀、张元济、梁漱溟、鲁迅等
近代文化名人，筛选其在人格修炼、道德塑造方面的文章、著述和讲演稿，分别选编成册，并给予简
单注释，附以导读文字，作为近代文化名篇系列编辑出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世界中。
从19世纪中叶以来，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将在21世纪实现。
今天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道德伦理文化的不足已
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而中华文化中的刚柔相济、天人相分、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经世致用、生生不息等等宝贵的文化思
想价值观，在今天都是振兴民族精神、树立社会正气的有效良药。
近代文化名篇的这些作者，都是有爱国热情、有世界眼光、有深厚文化学术造诣的先行者。
通过他们的著作，青年朋友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创造与探索，以及为中华民族复兴作
出的重大贡献；读了他们的著作，我们将更加珍惜现在的岁月，努力实现前辈们的理想。
不过，也应当理解，任何人都有他自身的历史局限，对于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前辈也是如此，对此是不
可以苛求的。
对于高等教育出版社而言，甘愿冒市场风险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也体现了一种文化责任的担当。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化要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或者用一句当下学界都在讲的话——“文化
软实力”建设，没有一个远大气魄和开阔胸襟是不行的。
要实现鲁迅提出过的目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任务重大，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但愿这套书能够得到广大青年的喜爱，是为序。
张岂之2010年6月12日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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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仁学》一书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晚清维新志士、思想家谭嗣同的代表作。
该书以佛教哲学为理论框架，糅合中国传统与西方学术，欲将宗教、哲学、科学冶为一炉，以“冲决
罗网”为号召，在晚清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维新派、革命派群体中影响巨大，时人曾誉其为“维新运动
的《圣经》”。
本书在周振甫先生选编的《谭嗣同文选注》中的《仁学》注释基础上，参考了印永清先生的评注《走
出不仁的中世纪——仁学》一书，对《仁学》的原文给予简注，并辅之以谭嗣同的生平、思想形成的
历史背景的导读文字，使广大读者能够更透彻地掌握这本写于115年前的启蒙思想经典的主旨，从而为
当下社会流行的“国学热”、文化价值观讨论提供思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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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今文经学运动所谓“今文经学”，其名始于西汉。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
因为历经秦始皇焚书与秦末战乱，至汉代初期，儒家经典大都没有先秦旧本。
今文经是指汉初由儒生凭记忆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文字写成的经籍。
由于今古文经的内容多有差异，导致学派分野，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亦多不同。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
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
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
；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汉武帝时期重视今文经学，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学派，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
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的桎梏，且又经董仲舒的发挥，多讲“天人感应”，并与谶纬迷信
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渐渐衰’落。
此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渐成古文经学的天下。
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平息门户之争。
直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并与立足正统的古文经学再起争端。
清代的今文经学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清代中期常州学派的出现，代表人物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
他们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据，讲求“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从理论上说，是要发掘孔子
隐藏在六经中可为万世师法的深奥微妙的道理，但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诠释学”的路径，
也就是立足于现实，借用经书中的文句，自由解释而发挥自己的个人看法，对现实状况进行批判或逢
迎。
就清代今文经学而言，与汉代今文经学主要作为权力附庸的思想工具不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借用
这种“六经注我”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对当时学界和政治状况的不满。
第二期今文经学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
他们公开利用今文经学抨击朝政，并借鉴西法，较全面地提出了从内政到外交各个方面的改革要求，
以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在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日益增大。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
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第一、二期今文经学除了都借甩“微言大义”来批判现实和传统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
们都利用《公羊传》的“三世说”立论，这些学派特色，被第三期今文经学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以康
有为为中心的“今文学运动”继承。
公羊学家把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个依次发展的阶段，愈变愈进步，这种
“三世”说到了康有为手中，和《礼记》中所表达的儒家的“小康”、“大同”理想结合起来，构成
了他自己关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学说。
这些观点融入他《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作为他鼓吹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他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东汉以来占据主要地位的古文经学，其经典全是王莽篡汉时期刘歆所
伪造，只有今文经才是可靠的真经，以此说明他借以发挥维新变法理想的、属于今文经的《春秋公羊
传》的三统三世说是儒学的真谛，必须被奉行。
第二，孔子是一位改革家，是一位虽不在王位却为万世立法的“素王”，六经就是孔子改革主张的寄
托，其用意在于以此说明其维新变法合乎圣人之制。
据说谭嗣同初次闻知康有为的这些“微言大义”时，深感惊讶和兴奋，“竟与嗣同所冥想者，十同八
九”（谭嗣同：《壮飞：楼治事·第十》），梁启超则在《仁学序》中回忆，他与谭嗣同“其为学也
，同服膺南海（康有为）”。
甚至说：“《仁学》何为而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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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广大南海之宗旨，会同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
”这里固然有些梁启超为张扬师说而夸大其词的因素，但也并非没有道理。
据周振甫先生考证，《仁学》一书中，将名字隐去而留下空格之处，多数为引用康有为之言，康有为
的三统三世之说，也是贯穿于《仁学》全书的社会政治理想。
书中涉及训诂与解经之处，亦多采今文家“微言大义”的方式，甚至连康有为误解和诋毁荀子为法家
权谋之术、诬古文经为刘歆伪造的这些于学术史上武断乏据的说法，《仁学》中亦一并接受，由此可
见“今文学运动”对谭嗣同思想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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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世经典随身读系列·仁学》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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