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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经史考证，朴学大兴，在学术史上因之而有乾
嘉学派之谓。
流风所被，历久不绝，至二十世纪中而影响犹存，学术界遂生乾嘉遗风云云。
晚清以降，董理一代学术之风起，章太炎、刘申叔、梁任公诸先生开启先路，乾嘉学派研究遂告发轫
。
最近一二十年间，学术史研究之风复起，乾嘉学派研究再度引起学者关注，论著迭出，方兴未艾。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于乾隆初叶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其后的近百年间主盟学坛，实
非一偶然的历史现象。
它是在彼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历史环境，真相得显，本质了然。
如同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术流派一样，乾嘉学派亦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蜕变而向近代学术演进的过
程。
准确地梳理和把握这一历史过程，是一个艰苦繁难的创造性劳动。
前辈大师的学术实践早已证明，治学术史必须从梳理学术文献出发，实事求是，务实求真，来不得半
点的虚假和浮夸。
历史研究，其立足点永远在社会现实之中，这是历史学的生命所在，也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
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一页，虽然已成历史陈迹，但是此一学派中人整理、总结中国数千年学术的卓著
业绩和实事求是的为学风尚，则是中华民族一份极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认真整理和总结这一份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提高今日及尔后的学术研究水准，促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
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祖武忝附诸位先进之骥尾，开始究心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
九十年代中，复得二三志同道合的年轻俊彦，互为师友，切磋琢磨。
2000年，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诸位专家支持，《乾嘉学派研究》获准以本所重点
研究课题立项。
翌年，再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片专家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此一课题得以跻身全院“十五”计
划期间重大研究项目之列。
五年多来，祖武集合同志，从爬梳文献入手，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先期完成《乾嘉学术编年》的结
撰。
随后，课题组诸同志又根据各自学术积累，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于近期再成此《乾嘉学派研究》。
《乾嘉学派研究》凡作六章、廿八节，一如先前所成《编年》，同为集体劳作之结晶。
撰写有关章节的同志依次为：　　汪君学群：第二章第二节；　　林君存阳：第二章第三、五节，第
三章第二、三节；　　杨君海英：第二章第四节；　　吴君伯娅：第二章第六节；　　杨君艳秋：第
五章第一节。
　　祖武所撰之各章节文稿，皆蒙存阳、艳秋二位同志受累输入电脑，全部书稿且拜托存阳同志进行
电脑处理。
二位同志无私相助，祖武最是感激不尽。
　　1992年冬，祖武初次赴台问学，在中研院文哲所召开的清代经学研讨会上，以《乾嘉学派吴皖分
野说商榷》为题请教。
拙文有云：“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
于二十世纪中而犹存。
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的众多学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
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显然不是用吴皖分野的简单归类所能反映的。
”因此，祖武在讲坛呼吁：“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
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从而把握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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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学术演进的源流，抑或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
”　　十余年过去，当年握手谈艺的学者，有的如孔仲温教授已成故人，有的若鲍国顺、林庆彰、陈
鸿森三位教授及祖武一般，正泰然面对病魔，更多的旧雨新知，则孜孜以求，精进不已，共同致力中
华学术的繁荣。
梁任公先生晚年在清华园，倡导合为人为学于一体的新学风，认为“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乃理所当然。
吾侪学人，视读书为学若天职，为国家，为民族，亦为自我，生存一日，即读书为学一日。
惟其如此，陋室书案或不失为一可取之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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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经史考证，朴学大兴，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学术史
上称之为乾嘉学派。
作者将乾嘉学派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力求准确梳理乾嘉学派的形成、发展、蜕变及向近代学术演
进的过程，其中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在此
基础上实事求是地阐述乾嘉学派的成就、历史地位及影响，客观地把握这百余年间学术演进的源流。
本书版本采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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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祖武（1943～ ），贵州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攻中国古代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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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乾嘉时期清廷的文化政策　　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
考证之所以能够成为学术主流，因之而在学术史上有乾嘉学派之谓，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
其间，既有经济、社会、政治诸方面的深刻制约，也有学术、文化等后先相承的内在逻辑。
而在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之下，由帝王好尚所反映的朝廷文化政策，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
面。
　　第一节　经筵讲论与高宗的学术好尚　　一、高宗初政与朱子学的提倡　　有清一代的朱子学，
自康熙后期取得主导地位之后，尽管朝廷悬为功令，帝王提倡，士子讲习，然而却久久发展不起来。
倒是与性理之学迥异其趣的经学考据，不胫而走，蔚为大国。
因此，乾隆初，清高宗已喟叹：“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
”至乾隆中叶以后，遂有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出，凛然别张一军，“欲夺朱子之席”。
迄于乾隆末、嘉庆初，就在朱子故里的徽歙之间，竟然出现“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
通人”的局面。
这样一种局面何以会形成？
以下，拟从高宗一朝经筵讲论内容的变迁入手，来做一些探讨。
　　清高宗在位六十年，自乾隆三年（1738）首举经筵，至乾隆六十年（1795）逊位，经筵讲学凡举
五十一次。
高宗初政，一遵其父祖旧规，经筵讲学皆于每年春秋各举一次，以示崇儒重道，孜孜向学。
自乾隆十二年（1747）以后，除十八年（1753）举经筵于仲秋，其他各年皆于仲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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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
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
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文库选目分为8个类别：哲学社会科学类、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科学技术类、综合普及类、汉
译学术名著类和汉译文学名著类。
文库基本上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技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的各个领域，既能比较全面地反
映20世纪我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成就，又能有重点地体现近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
成果；既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又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本书为哲学社会科学类，从爬梳文献入手，鞭辟入里，以严谨、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遵循科学发
展观，使得清代学术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整理、更新，成为清史研究中的又一绚丽奇葩。
系统地对乾嘉学派的起源、发展、演变作了清晰而准确的勾画和阐释。
其流派继承了前人经学考据训诂的方法，治学以“经学致用”为主，学风严谨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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