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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中国人的性命之学，中华民族最高深的智慧，我们立身处世的根本和精神回归的家园。
国学，其灿烂光华深藏在历史的圣殿之中。
《跟大师学国学大全书》收录了从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章太炎、辜鸿铭、胡适、刘师培、胡
朴安、朱自清、闻一多、王国维等十三位在当时及现在都被公认的、对国学发展举足轻重的国学大师
的著作。
《跟大师学国学大全书》既有对国学的要义、分类以及发展的宏观阐述，也有细致的国学书目的学习
指导，更有对儒、佛、道、易学、文字学、史学、唐诗、宋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方面进行的分类阐
述和介绍，深入浅出、言必有据、辨思缜密。
本书由章太炎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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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古文家盛行以后，自己又分派别；以《易》而论：王弼主费氏，郑康成也主费氏，各以己
意注释，主张大有不同；因为费氏只是文字古体，并无他的学说的。
治《毛诗》的，有郑康成、王肃，意见有许多相反。
治《左传》的，汉末有服虔——只解传不解经的，晋有杜预，两家虽非大不同，其中却也有抵触之处
；原来汉人治《左氏》，多引《公羊》，并由《公羊》以释经，自己违背的地方很多；杜预《春秋释
例》将汉人学说一一驳倒，在立论当中，又有和服虔的主张相反的。
《尚书》郑康成有注，郑本称为古文的，但孔安国古本已失，郑本也未必是可靠；我们就和马融、郑
康成师生间的立说不同、文字不同，也可明白了。
东晋时梅颐的伪古文《尚书》出，托名孔安国，将《汉书·艺文志》所称正十八篇推衍出来，凡今文
有的，文字稍有变更，今文所无的，就自己臆造，这书当时很有人信他。
 南北朝时南北学者的倾向颇有不同： 《易》——北尊王弼，南尊郑康成； 《毛诗》——南北无十分
异同； 《左传》——北尊服虔，南尊杜预； 《尚书》——北尊郑康成，南用伪古文《尚书》。
 唐初，孔颖达、贾公彦出而作注疏，产生“五经”、“七经”的名称。
“五经”是孔颖达所主张的，贾公彦益以《周礼》、《仪礼》就称“七经”，后更附以《公羊》、《
毂梁》（《公羊》用何休，《毂梁》用范甯），就是唐人通称的“九经”。
孔颖达，曲阜人，当时北方人多以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郑
，《左》不用服而用杜了。
唐人本有“南学”（即南北朝时南朝的经学。
承魏晋学风，兼采众说，不拘家法，随意发挥，又受佛教影响，是宋代理学的渊源）、“北学”（即
南北朝时北朝的经学。
墨守东汉旧说，以章句训话为主，不愿别出新义。
学风保守，撰述亦少）之分，后来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学说，因此散失无遗。
 唐代轻学校而重科举，取士用“明经”、“进士”二科（明经科讨论经典，进士科策论应试），学者
对于孔氏的学说不许违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汉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并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
很少；孔、贾而外，竞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了。
 《仪礼·丧服》是当时所实用的，从汉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并且很精，立说也非贾《疏》所能包；
这是特例。
 宋代典章制度，多仍唐时之旧，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于唐人，就是诗赋以经命名的，也不许抵
触孔、贾的主张；当时有人作“当仁不让于师赋”，将“师”训作“众”，就落第了。
邢昺作《论语》、《孝经》疏，拘守孔、贾所已引用的，已是简陋，那些追随他们的后尘的，更是陋
极。
宋代改“明经科”为“学究科”，这“学究”两字是他们无上的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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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跟大师学国学》编辑推荐：国学大师们权威的论述、深入浅出的讲解，可以使读者们正确领悟国学
的真谛，并以《跟大师学国学》为发端和阶梯，真正步入国学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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