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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接千载：复旦文史讲堂第4辑》是复旦文史讲堂的第四辑，其中收录2008年6月到2009年6月一
年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邀集的十一位知名学者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演讲稿。
这十一位学者是艾尔曼、柏文莉、林丽月、釜谷武志、田浩、桑兵、罗志田、陈庆浩、夏伯嘉、倪豪
士、张隆溪，分别从妇女、文化、风俗、中外交流等各个方面讲述各自的最新研究心得，向年轻的学
生呈现学术视野，强调专业精神，示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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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章清：　　谢谢桑兵教授。
我想除了陈寅恪先生所阐述的“了解之同情”，我们还可以比较多地接触到的是另外两个“情”，一
个是“移情”，柯文在《中国中心观》里面表达过这方面的意思，而钱穆先生也讲过“温情”。
我想不管哪个“情”，其实都涉及到历史学这门学问比较关键的一些东西。
因为做历史研究的从时间来说总是存在一个天然的隔断，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尽可能地感受到古人所
说的东西，这就成了对做这门学问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天桑兵教授是讲陈寅恪先生治史的方法。
他实际上是从一个很小的角度人手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更重要的是示范了自己对于治史的一些体
会，我们也可以透过他所分出来的不同的段落大致感受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了解陈寅恪先生所讲的“了解之同情”，最基本的是从文本进入，这个文本本身要读通
读透，不要选出一段就任意进行发挥，那样做未必理想，尤其是涉及到像陈先生这样的一些高人，随
便抽出一句话大概未必合适。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呢，我想他也特别举证了关于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这段历史。
其实这也是提示我们，不管怎么说，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说的话一
定是和那个特定时代的信息有关的，所以我们也需要透过当时的学术环境去进行把握。
其实这方面的例证，在研究别的历史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强调过，比如说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
我们都是把它当成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较量的第一个回合。
我想关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胡适本人也是这么说的，如果结合当时的文献就很清楚，以这种方式来
解读那是太离谱了。
胡适发表问题主义的演讲，他所针对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即便马克思主义能够是批评的对
象，那也是十数个批评的对象之一，这里面可能涉及对无政府主义等诸如此类现象的批评，但我们都
不去涉及。
我想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了解陈先生针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做出的一些评述，牵涉到的
就是当时的整理国故、古史辨这样一些学术思想背景。
第三个层面，我想就是他从正面来回答陈先生的治史方法究竟是什么。
涉及到这样一个正面讨论的时候，背景就更为宏大了，就涉及到要在学术思想的传统里面去感受陈寅
恪先生的治学方法究竟是什么。
　　这是我所理解的今天桑兵教授给我们讲的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他不但是在讲这个方法，也是在示
范他对治史的一些理解。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下面就开放给大家。
请提问。
　　学生：　　我非常认同打破时空框架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门路，所以我们回到“了解之同情”，就
要返回到那个时空去。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了解之同情”这个词最早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赫尔德的一个概念，或者叫“
同情之理解”，或者叫“了解之同情”。
但是我的感觉是，陈先生在用这个词的时候，要表述的意思和原来的意思有所不同，而且我感觉是完
全相反，其实它最早的含义应该说是尊重当时的历史语境，探讨问题的时候要回到当时的知识背景中
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来探讨这个历史问题。
但是陈先生批评的比如格义附会之类的做法，好像这并不是原来那个“了解之同情”或者“同情之理
解”的含义。
我感觉是不是陈先生的“了解之同情”并不是原来的意思，是陈先生自己个人的理解呢？
就是说他确实受了当时西方的影响，有的学者说他在哈佛大学受过白璧德的影响，当然我也是很存疑
的，但是不是有这个方面的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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