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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牟润孙先生1908年生于北京，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受业于陈垣先生、顾颉刚先生，并从柯劭忞
先生受经学。
早年曾任教于河南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台湾大学。
1954年，应钱穆先生邀请赴港，就任新亚书院文史系主任、新亚研究所导师，兼图书馆馆长；文史系
分立后，任历史系主任。
1964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首任讲座教授，直至1973年退休。
1988年11月逝世于香港。
生前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牟润孙先生治学博贯经史，淹通掌故，勤于著述，为世所重。
历年发表的论文，最初结集为《注史斋丛稿》，于1959年8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共收论文十四篇
，乃其五十岁之前的著述。
198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注史斋丛稿》增补本，补人其后二十多年间的论文十二篇。
牟润孙先生逝世后，其弟子李学铭、佘汝丰先生等，依据先生遗愿，将牟先生生前选定的七十篇文章
合编为《海遗杂著》，199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海遗杂著》所收文章内容广泛，包括史事考证、政事述论、思想阐发、人物回忆、往事追述、名物
商讨，以至小说、戏曲评论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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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牟潤孫先生師從陳垣、顧頡剛、柯劭忞諸位先生，先後任教於大陸及港臺多所大學，1973年從香港中
文大學退休，1988年去世。
牟先生博通經史，精熟目錄版本之學，講究著述體例，重視語言文字，撰寫並發表論文及隨筆甚多。
除已結集為《注史齋叢稿》、《海遺雜著》外，尚有多篇文章散見於報刊。
今征得牟先生遺孀吳香林女士同意，由牟先生弟子李學銘等搜集整理出八十餘篇，經編輯選擇分類，
增補部分紀 念性文章，將原二書擴為四冊，編目重新調整，使得牟先生多年作品以相對完整集中的面
貌展現在讀者面前，滿足學界所需。

《注史齋叢稿》（全二冊）以中華書局1987年版為主要基礎，增補原《海遺雜著》（香港中文大
學1990年版）及散見於報刊的若干論文，上冊分“經學”、“史學”兩類，下冊分 “清代史事”、“
清代學術”、“宗教”，另收錄《注史齋叢稿》新亞研究所1959年版、中華書局1987年版的目錄、前
言及李學銘先生《牟潤孫教授編年事 略》等作為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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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经学　　春秋时代母系遗俗《公羊》证义　　宋人内婚　　《春秋左传》辨疑　　两宋《春秋
》学之主流　　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　　论魏晋以来之崇尚谈辩及其影响　　释《论语》狂简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释义——孔子理想中的德化政治　　说“格物致知”　史学　　中
国早期文字与古史研究　　屈原的左徒官职与奴隶　　屈原与苟况　　汉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
位试释　　吕雉夺权与母系遗俗　　论西汉武帝在政治上的儒法兼采　　霍光非儒家论　　论刘秀的
阳儒阴法　　王充的反传统及其影响　　论《汉书·五行志》　　从班固《汉书》到苟悦《汉纪》　
　从东汉察举制度谈起　　说选才议政——从汉唐政治制度想到的古为今用　　说曹操的法治　　崔
浩及其政敌　　论西晋王朝的崩溃　　敦煌唐写姓氏录残卷考证　　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
响  　附录　唐太宗废立太子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从唐代初期的政治制度论中国文人政治之形成　
　《折可存墓志铭》考证兼论宋江之结局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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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心术下》说：“故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
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
”《内业篇》说：“思之⋯⋯又重思之。
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
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所谓“教之”、“通之”皆指由思得到了知，等于致知而知至，归功于精气之极，不啻说这都是精
气的作用。
细推起来，神明降附于人，是由思而得的精气作用。
可见道家思想与原始宗教思想有密切关系。
孔子不主张人一味去思。
《论语?卫灵公篇》：“子日：‘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为政篇》：“子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足证《大学》由知止到“虑而后能得”，确非孑L门治学功夫。
“格物致知”，是神明降附到人身上，与道教思想所包含的原始宗教思想密切吻合。
以前面所举先秦、两汉“物”字用法与《管子》四篇合起来看，《大学》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
知至”，两句话的意义竟得了这样一个解释。
《礼记》成于西汉初年儒家之手，其中夹杂了道家之说，也混合上原始宗教思想，而未明白说出，后
人如何能不迷失原义？
纵使有人找到物字有神怪的意义，谁敢援引解经？
汉、宋、明、清各家对于《大学》“格物致知”的解释，自有他们历史上的原因与思想史上的地位；
拙文不想推翻别人的思想理论，只是记录了我的臆测以供参考。
附记：章太炎的《太炎文录续编》卷一有《致知格物正义》一文，引郑玄的《礼记?大学》注：“格，
来也。
物犹事也。
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
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
”章氏说：“言事缘人所好来也，其义乃至卓。
”又说：“郑君之说，上契孔子，而下与新建知行合一之义适相会。
”章氏认为王氏不赞成郑玄兼举善恶，所以说致知是致良知。
此后章氏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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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全2册)》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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