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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则是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大转变，20世纪初年以来史学家先后已提出种种不同的解释。
这些说法虽各有根据，但我始终觉得还有一个更关键性线索没有抓住。
宋明理学和清代考证学同在儒学的整体传统之内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既然如此，这一转变必然另有内在的因素，绝不是仅仅从外缘方面所能解释得到家的。
我在罗钦顺(1466—1547)的《困知记》中读到一段话，大意是说“性即理”和“心即理”的争辩已到
了各执一词、互不相下的境地，如果真正要解决谁是谁非，最后只有“取证于经书”。
我在这句话里看到了一隙之明：原来程、朱与陆、王之间在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论，至此已山穷水尽，
不能不回向双方都据以立说的原始经典。
我由此而想到：为什么王阳明(1472—1529)为了和朱熹争论“格物”、“致知”的问题，最后必须诉
诸《大学古本》，踏进了文本考订的领域?现代学者一致强调顾炎武(1613--1682)“经学即理学”那句
名言是乾、嘉经学家的指导原则，这自然是事实。
但是我在方以智为《青原山志略》(1669年刊本)所写的《发凡》中，也发现了“藏理学于经学”一句
话，和顾炎武的名言如出一口。
这岂不说明：从理学转入经典考证是16、17世纪儒学内部的共同要求吗?这样的线索越积越多，我终于
决定作一次系统的研究；《论戴震与章学诚》便是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
这部书自1976年刊行以来，在明、清思想史的专门领域内曾引起了不少讨论，它的“内在理路”(
“innerlogic”)研究法尤为聚讼的所在。
这些讨论主要是在海外(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学术界进行的。
为了澄清误解，我在1996年的增订本《自序》中作了一次较扼要的回应。
我说明“内在理路”是相应于此书的特殊性质而采用的方法；我并不认为这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惟一
途径。
不过我深信，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如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竟其全功。
或者像程颢讥讽王安石“谈道”一样，不能“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而只是在塔外“说十三级塔上
相轮”而已。
现在三联书店将此书收入本”系列“之中，我盼望它能得到更多的新读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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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篇　　一、引言　　戴震（1724-1777）和章学诚（1738-1801）是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个
高峰，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定论了。
①近50年来，东原和实斋一直都受到中外学者的密切注意，研究文献真足以汗牛充栋。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把东原和实斋相提并论是近代的评价。
在他们两人的生前，实斋之晦和东原之显恰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问题并不止于声光的显晦。
如果我们有机会征询他们两人的共同朋友如朱筠、钱大听、邵晋涵等人的意见，我相信他们之中没有
人会说实斋在学术地位上可以望东原的项背，更不用说并驾齐驱了。
那么戴、章二公自己的看法又如何?我们确切地知道东原从来没有把实斋放在眼里，他的文字中也全无
实斋的痕迹。
所以实斋说：“戴氏生平未尝许可于仆。
”②相反地，实斋对东原则十分倾服，尽管批评之处也不少。
《章氏遗书》中公开讨论到东原的文字即不下数十篇，未指名而实际也是针对东原而发者，更多至无
法统计。
我们细心读实斋的著述，便可知实斋确引东原为同道，而且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
抗礼。
这样说来，我们近代的评价正是接受了实斋自己的论断，而与其他乾、嘉学人的看法截然异趣。
　　何以我们的观点近于实斋而远于一般乾、嘉的考证学家呢?我想，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评价学术成就
所采用的标准。
近代治学术思想史的人主要是以义理为评判学术成就的标准。
在这个标准之下，实斋的《文史通义》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而近人之推崇东原也同样是由于他的义理，并非由于他的考证。
其实东原虽未能平心欣赏实斋的文史见解，他自己论学也是以义理为最后的依归的。
在这一点上，东原和实斋反而是同志，而不是论敌了。
另一方面，一般乾、嘉学人则严格地持考证为衡量学术的准绳。
从考证的观点出发，当时的人甚至无法了解实斋的学业究竟是何门路；①而东原之所以为时流所共仰
，也是因为他在六书、九数、名物、制度各方面的研究业绩。
至于《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诸作，则正是他们所鄙弃不屑道的。
这样看来，近代的论断颇与乾、嘉的流行观点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但却恰恰合乎东原、实斋两人的
自我评价。
这里可以看出，东原、实斋与当时考证学风之间的确存在着一道很深的鸿沟。
面对着这种学风，实斋的不合时宜固不必说；而东原之仅以考证为世所尊，在他自己的内心中也是毕
生一大憾事。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戴震与章学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