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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
立足现代，通变古今。
与古贤为伍，和20世纪大师对话。
自成一体，不乏特见。
文风典雅好读，文笔行云流水，文字一气呵成。
　　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学术思想发达与否是一个民族文化是否发达标志。
　　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
”王国维说：“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
”陈寅恪说：学术之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
张之洞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　　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是指对学术本身的价值有所认定，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并在
方法学上吸收了世界的新观念。
　　中国现代学术在清末民初和后五四时期创造的实绩，使我们相信，那是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
个繁盛期和高峰期。
    他们中的第一流人物，既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就个人学养而言又是空前绝后的。
他们得之于时代的赐予，学术观念上有机会吸收西方的新方法，这是宋儒和乾嘉诸老所不具备的。
而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又为后来者无法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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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梦溪，一九四一年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文化》杂志
创办人兼主编。
研究方向为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
九十年代以来的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一九九六）、《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九九九）、《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九九七）、《学术思想与人物》（二○○四）、《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
二○○四）、《陈寅恪与红楼梦》（二○○六）等，及研究陈寅恪、马一浮的专题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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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术与学术思想第二章 学术思想的隆替与变异第三章 多元并立的中国传统学术第四章 域外思
想的引进与学术变迁第五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甲骨学和敦煌学第六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
转变：经今古文学的互动第七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史学与哲学第八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
转变：新儒学和新佛学第九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第十章 中国现代学术
的发端与繁盛第十一章 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传统第十二章 学术史具有恒在意义的东西注释后记附录
一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座谈纪要附录二 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慎之）附录三 怎样评价现代
学术——与李慎之先生商榷（邓小军）附录四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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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术与学术思想　　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学术思
想发达与否是一个民族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是学术思想的特点；转移风气、
改变习俗，学者之理趣覃思与有不灭之功焉；对学术思想不可简单以功利计。
　　20世纪走完了。
21世纪走来了。
　　在此世纪转换之际，人们禁不住要问：21世纪将会是怎样一个世纪呢？
谁都不是预言家，未来的事情不好预测。
但鉴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
特　　别是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
越时代的最大信息量。
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观20世纪的中国，简错纷繁的百年世事，也许更容易获致理性的通明。
　　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学术？
学术思想究竟指什么而言？
　　20世纪第一个十年刚刚过后的191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写道：“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
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
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
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
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
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
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
”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
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建立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
，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
所以梁启超又有“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的说法。
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
　　严复对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此见于严译《原富》一书的按语，其中一则写道：“
盖学与术异。
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
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
学主知，术主行。
”严复用“知”与“行”的关系来解喻学与术两个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
　　中国古代还经常讲道术，如《庄子?天下篇》：“道术将为天下裂。
”贾谊《新书?道术篇》：“道者所道接物也。
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
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诸也。
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
”也视“道”和“术”为体和用的关系。
“道”标识着学问的方向。
学各有别，学中之道是相通的。
章学诚尝言：“学者，学于道也。
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
。
”他由此抽绎出治中国学问的三要素，即义理、考据、词章。
但对一个学人来说，比这三者更重要的是为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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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为《涵芬楼古今文钞》作序时写道：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
鹄者何？
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
术者何？
假其途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
为帖栝，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网利禄也
一。
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
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
严复所要求的是一种纯学术的立场，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目的，因
而也可以称作“为己”之学。
而诗词书法一类传统文士人皆能详的技能，不过是一种工具，也就是“术”。
如果一个人为学的目的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所掌握的“术”再精良，也只能是“为人”之学，真正
的学者必不取此种态度。
　　因为“为人”之学是不自由的，所以不能达之于道。
中国传统学术，既讲学，又讲道。
道这个概念，讲起来很麻烦。
“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的话，一言九鼎。
《庄子?人间世》也说：“唯道集虚。
”现代一点的说法，倘若撇开历史上各家各派赋予道的特殊意涵，不妨可以看作是天地、宇宙、自然
、社会、人情、物事所固有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以及人类对它的超利害的理性认知，甚至也可以包括
未经理性分疏的个体精神的穿透性感悟。
如果把道与西哲所论之信仰联系起来，则终极关怀一词也许近于道。
学中之道，兼有这两个方面的特征。
因此做学问贵在打通，无道则隔，有道则通。
　　2　　学术思想则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而且须有创辟胜解，具备独到性的品格。
既系统又独到，属于思维的成果，具有形上之学的特点，这才是学术思想。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引《易?系辞》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不离器，犹之影不离形。
”学术思想的特征，应该是“即器以明道”。
据说元朝时，罗马教皇曾把欧西之“七术”介绍给元世祖，包括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数、几
何、天文；但介绍之书后来不传，直至明末方有随耶教而来的数学和历学为中土所采用。
王国维由此得一结论：“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
”可见形下之学与我们所说的学术思想亦尚有别。
　　一个民族或一定历史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第一表现在社会习俗方面，第二表现在学术思
想方面。
社会习俗固然影响学术思想，同时有赖于学术思想对社会习俗加以提升。
学术思想是否发达，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
当我们习惯地称某些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学术思想发达。
世界上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悠久丰富的学术传统
为之奠基。
就中尤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最具特色。
早在周秦时代，自觉的学术思想就产生了。
后来经过历朝历代的沿革，学术思想越来越走向成熟，就中经过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
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和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学术发展时期。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不同的阶段都有作为阶段性标志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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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社会由晚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与变乱固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更
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学术思想。
于是我们知道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这些闪光的名字成了我
们民族智慧的象征，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象征。
他们创造的学说，影响到后代，影响到世界。
他们给一个民族带来的骄傲以及其学说所具有的永久的魅力是不可替代的。
而当历史的挂历翻到宋朝和明朝这一页的时候，又一批思想巨子的名字首先映入我们的眼帘：周敦颐
、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陈亮、叶适、王廷相、司马光、郑樵、刘知己
、沈括、李卓吾、王船山，他们继先哲之遗绪，发潜德之幽光，使中国的学术思想进入了更加辉煌的
时期。
宋朝的军事和社会的状况，或有大不能令人满意处，但学术思想多支并秀，堪称传统文化的最高峰。
试想，如果没有了宋明理学和宋代的史学，中国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甚或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将
呈现怎样的缺憾呢。
　　这说明学术思想自有其独立性。
　　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是学术思想的另一个特征。
顺世而生，自不待言。
没有哪一种学术思想不是特定时代和世代的产物，连虚幻的不结果实的花朵也可以振叶寻根，找到她
赖以开放的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环境的根源。
但我们需要注意，是顺世而生，可不是顺势而生。
学术思想与权柄和势力天然地缺少缘分。
不仅如此，她顺世却不随俗，就其发生来说有顺世的一面，而就其存在来说又有异世甚或逆世的特点
。
正如章学诚所说：“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
”相反，学术思想是引导风尚的，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学者之理趣覃思与有不灭之功焉。
　　3　　梁启超曾经说过：“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
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
欲睹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欲学术思想焉求之。
”不独中国，欧洲亦复如是。
王国维说得好：“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
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
”又说：“光英吉利之历史者，非威灵吞、纳尔孙，而培根、洛克也。
大德意志之名誉者，非俾思麦、毛奇，而汗德、叔本华也。
即在世界所号为最实际之国民如我中国者，于《易》之‘太极’，《洪范》之‘五行’，周子之‘无
极’，伊川、晦庵之‘理气’等，每为历代学者研究之题目，足以见形而上学之需要之存在。
而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
而中国之有此数人，其为历史上之光，宁他事所可比哉？
”他甚至强调：“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
”陈寅恪也说，学术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
而此前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序里也曾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　　梁、王、陈三位现代学术巨子都把学术思想提到了至高至荣的位置。
　　然而复按历史，一种学说或一种学术思想的遭遇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幸运。
往往越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越不为当世所重。
所以孔子有陈蔡之厄，孟子有“不得已”之辩；韩非饮鸩，孙子膑足；史迁宫刑，班氏狱死；阮籍临
岐而痛哭，嵇康佯狂而不羁；罗什折翮于北国，玄奘历险于西土；韩愈受黜，行三千里路；苏轼遭贬
，困琼海之滨；阳明承廷杖之辱，朱子遇罢祠之变；戴震中岁，衣食不济；颜元苦行，骨肉难全；李
卓吾尝铁窗自尽而死，王夫之筑土屋匿于深山。
即百年以还之现代中国，亦有谭嗣同斫头，康梁流亡，章太炎系狱，王国维自杀，闻一多遇难，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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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饥，陈寅恪吞泪，梁漱溟禁声，李叔同出家，马一浮归隐，王重民投湖，翦伯赞自尽等系列悲剧的
演出。
一部学术史，可以说是一批批学者为创造学说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历史。
　　这种情况说明，对待学术思想，是不可以功利计的。
“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董仲舒这句被后世目为近乎愚枉的话，恰恰道出了学术
思想的真谛。
而学人、思想家被目为愚妄、狂癫，为世人所窃笑，历史上屡见不鲜。
正因为他们先觉、异世或逸世而独立，世人才有充分理由疏远他们。
天才的归宿到头来总逃不过《红楼梦》中的一支曲——“世难容”。
　　第二章学术思想的隆替与变异　　中国是学术大国，学术思想的隆替与变异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壮
观的一幕；就与历史行程的比较而言，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一定历史时期如果没有另外的学说
相互撞击，占据主流地位的学说内部，便会分裂、内耗乃至自蔽；盛清学者的治学方法中已开始含有
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些萌芽。
　　4　　中国传统社会历朝历代统治势力对学术思想的选择是极为严格的。
虽然学人的妙悟哲思，即使庸员俗吏也不至于简单地认为有害于邦国天下，或者学术思想对世道、人
心、社会、家国的长远利益至少还会有所小补的道理，人们是明白的；但处于权力中枢的执掌权柄的
人物，更看重与本集团相关的眼前的利益，不免轻忽学者们为穷追事物之理而开出的趋向更多顾及人
类普遍性的长远利益的各种药方。
而历史上许多以学术为职志的人，偏偏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抱定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
说也要说”的宗旨。
因此学术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呈现出异常错综纷繁的景观。
　　这其中，学术思想的隆替与变异是最壮观的一幕。
　　就与历史行程的比较而言，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学术。
就中国传统社会各种学术思潮的比较而言，儒学的地位长时期至为显赫。
但这也只是就一定的历史条件相对而言，深为之说，并不如此简单。
秦政统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放的灿烂局面黯然中歇。
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秦火之后，诸侯敛迹，处士禁声，思想受到钳制，学术失却空间。
但秦代同时有七十博士之设（焚坑后改为三十余人），包括后来传授《尚书》的伏生、为汉初起立朝
仪的叔孙通，都列名顾问，儒学也不是完全立而无地。
迨至两汉，经学蔚为大宗，盖起因于武帝独尊儒术，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一时成为显学。
可是通观汉代学术，绝不只是经学的一统天下。
汉初崇尚黄老，因此司马谈撰《六家要旨》，置道家于儒家之上，先黄老而后六经，此可暂不置论；
就是儒学独尊的武帝时期，仍存在与儒学争衡的各种潜势力。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儒学，已给儒学掺进杂质，尊之适足以卑之。
而经今古文学的论争，无异儒学内部的目我耗敢。
　　要想动摇一种学说，再没有比宣布一种学说所依据的经典是“伪作”或“残缺”更具有摧毁力了
。
古文经学打击今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打击古文经学，用的就是此种策略。
肇始者为西汉末年的刘歆，他率先攻击今文经残缺不全（“学残文缺”），要求立古文经于学官。
今文十四博士奋起反击，提出所谓古文经是“伪托”，扬言要对刘歆治以乱经之罪。
直至东汉的郑玄遍注群经，采今古文而融通之，持续一二百年的这场学术大论争，才初告平息。
　　学说的一统局面，只不过是偏执的朝政执掌者和固陋的臣僚们的一种愿望，历史的真实情形反是
，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倒是一种历史的常态。
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学术思想，这种学术思想的存在理由，就失去了。
一定历史时期之内，假如没有另外的学说与之相抗衡相撞击，则占据主流地位的学说内部，便会分裂
、内耗乃至自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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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的命运就是如此。
郑康成一（郑玄字康成）兼采今古文之长注释群经的学术贡献，自无疑义；但泯家法、齐今古的结果
，问题也由此而生。
　　经学内部渐次滋生的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诸多因素，早在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汉宣帝和哀帝时期
，已露出端倪。
《五经》章句的讲授，字数愈演愈繁，至有小夏侯一派的《尚书》章句，“增师法至百万言”。
而且要求博士弟子必须严守“师法”和“家法”，使经学的传承走进了死胡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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