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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是曹聚仁先生的晚年之作。
缘起于报章连载《听涛室随笔》成书为《国学十二讲——中国学术思想随笔》。
章念驰先生综台二者精心校订而成为三联书店版《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此书梳理中国传统学术源流自先秦诸子。
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迄清代朴学，民国余绪，以时序为经，以流派为纬博引文献又不乏裁断，故
行世以来颇受学界推重。
由于文笔清新洒脱论说平实易懂普通读者亦可惜此得窥中国学术思想之堂奥。
此次修订新版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份简明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地图”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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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浦江人（出生地蒋畈村现划属兰溪）。
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
坛。
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
1937年抗战开始，从书斋走向战场，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
南战场，并主持《正气日报》编务。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新闻工作。
1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并参与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
1956年后，曾数次回大陆采访，并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
1972年7月病逝于澳门。
一生著述逾四千万言，生前出版成书约七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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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国故论衡》，自是不朽之作。
论者把它和王充《论衡》、刘知幾《史通》、章实斋《文史通义》相提并论，并非过誉。
可是，要年青学生研读这样的专著，似乎太艰深一点。
或许作为研究院文史系学生的主要读物，较为适宜。
我在这儿，为什么提到这部专著呢？
三十多年前，许地山在讨论“国粹与国学”这一课题，他郑重指出一般人所谓的“国粹”，和“国渣
”并没有什么不同，天天喊叫保存“国粹”的人，对于中国的学术文化，并无所知。
他说到前人所谓“通经致用”的“用”字，只是研究如何做官。
不久以前在美国逝世的张君劢氏，曾经对他感慨道：“看来中国人只会写字作画而已。
”许氏说：“张氏是政论家，他叹息政治人才的缺乏，士大夫都以清谈雅集相尚，好像大人物必得是
大艺术家，以为这就是发扬国光，保存国粹。
⋯⋯近几年来，‘保存国粹’的呼声，好像又集中在书画诗古文辞一类的努力上；于是国学家、国画
家，乃至‘科学书法家’，都像负着神圣使命。
”这话真是一针见血，也正道破了今日香港的风尚。
 太炎师的《国故论衡》，至少有一个明白的交代，他告诉我们：“国故是什么？
”他是清代考证学的大师。
考证学（朴学）如戴东原所说的：“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
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
者反在其所弃。
⋯⋯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
”他又说：“[学]（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
三者，仆不足以与于其间，其私自持，暨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
”《国故论衡》上卷谈小学（小学即研治语言、文字、音韵、义理之学），便是入门功夫。
连古代文字的音训都不懂，还谈什么保存国粹，读什么经典！
 章氏本“六经皆史”之义，《国故论衡》中并没有经学这一专题。
中卷文学七篇，其次便是《原经》。
（章氏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乃广义的文学，和我们所理会的狭义文学，稍有不同。
）说：“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如《世本》之属）。
《易》、《诗》、《书》、《礼》、《乐》、《春秋》者，本官书，又得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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