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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怀与沧桑、光荣与梦想交织的20世纪，随时光的流逝已渐渐地从我们期待的视线中消隐了。
100年的风云扰攘，100年的学术喧嚣，顷刻化皈宁静、恬淡，兀然矗立的学术精英似乎是百年中国文
化的风之响铃，在一个世纪的时空隧道中撞击出清脆、激越的阵阵清音。
是学术精英，以自己的天才与智思，创造了一个世纪思想、文化的繁荣；是学术精英，在一个民族沉
睡之时，握紧人文精神之魂，于旦危暮亡之秋振臂而起，维系着古老民族的内在根脉。
我们在追寻20世纪中国史学变动不居的发展轨迹时，不由得为一代代史学大师“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襟与宏阔气度所折服。
时代风会所寄，学术终有归诣。
遨游学术殿堂的大师，总是以自己的坚苦励行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加压的道义与正义叠构的
重任。
学术良知在一次又一次地规范着学者的行为、操守。
“出仕”情结与“不朽”精神，似一柄双刃剑，在诱惑着历史学家在时代挑战面前艰难地进行一次又
一次的价值重估。
    20世纪中国史学，在100年的漫长岁月中，经过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学术努力，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向
近代化的转型，基本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说自立，朴学与理学并倡，史观派与史料派互长，专家与
通人彼此渗透，史学旗帜在理论亢进与矜慎考据中蹒跚进步的学术格局。
学术风气是学术进步的路标，而树立这一路标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通人。
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群体凭藉自己的著作形态、研究方式、学术规范甚至个人的生存状态，在时代的
学术风气中自树一帜，反过来又深刻地推动或主导着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学术风气积习而孕成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
而将不同时代的史家裹挟前行的，是时代绵绵延展的学术思潮。
‘‘但开风气不为师”与其说是一个史学家垦拓学术新领域的精神力量，还不如说是时代学术思潮的
某种预示。
    生命的延续构成了一个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时代，同样地，学术的传衍反哺了一代代气韵勃发的史
家英才。
无论是才华横溢的学者，精深独进的专门家，还是大气贯虹的通人，都不可能平地而起、自我为尊，
而总是具有历时性的。
学术的师承授受在这里就显得很重要而且很有必要了。
所谓“三人行，必有吾师”，所谓“能者为师”，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承关系，但潜涵其中的重
师严教的文化意蕴是呼之欲出的。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经典名言，透视出学术传衍与师承接受系统是牢密不可分割的。
百年史坛的学术谱系中，“师之所存，道之所存”的学术现象是很普遍的。
按照清代史学名家章学诚的说法，“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
所以，师承之与学术的关系至深且巨。
史学宗主以其学养与识解，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或开辟新式学术区域，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门户。
而继起学者，在师门业已建构的学术基石上，进一步索隐探微，求真创新，就能将学术精魂发扬光大
之。
反之，如果谨守师承，拘泥师说，回护师门，就不可能对学术有所发明。
学术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没有必要画地为牢，步步为营，更没有必要自囿门户之见，形成学术研
究的固步自封。
所以在百年史坛上，我们注意到了‘‘五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守师承而不拘执师门的现象。
章太炎之于业师俞樾的《谢本师》，周作人之于业师章太炎的《谢本师》，以及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脱
离师生关系，是从政治理念上宣布断绝师傅与生徒的关系，而在学术的接受系统上是不可能以一纸声
明为决断的。
    崛起于百年史坛而首执学术牛耳的史学隽才，人人皆有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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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历史学家的师承渊源，师门户限，师友关系，同门同调，学侣所自，一一厘清析明，不啻是一部世
纪历史学家学术叙谱。
事实上。
作为以学术生命所寄的史学家，是在一个特有的人际关系中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的。
史家在进行自己的创造性研究时，他的学术起点可以追溯到师门传授的起始阶段；而在研究过程中又
不可能空穴来风，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凭藉而颇收师友切磋之益。
没有胡适之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钱玄同的怀疑今古文经，就不可能有顾颉刚的“古
史辨”派；没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就不可能有王国维的名著《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更不可能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而如果不是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创导一种新的学术研究风气，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尚钺
、胡绳、吴泽、刘大年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无由以崛兴。
师承与家法在专门史研究领域更是如此。
洪钧、沈曾植、屠寄、柯凤孙专注于蒙古史、元史，极其深刻地推动了陈垣、陈寅恪、韩儒林的“不
中不西之学”的研究；缪荃孙、傅增湘、张元济诸人的版本目录之学，将现代中国的传统学术推向了
一个极致，其间的继承与发展的脉络可以分划得一清二楚。
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柳翼谋的《历代史略》崇尚的是一种贯通博识的学术气象。
撰写中国通史不免被专家讥评为抄袭，但由夏曾佑首发其端的以章节体撰写中国通史，却吸引了一批
苦志励行的继起者。
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
》、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一时风起云涌，蔚为壮观。
除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之外，其他人的通史著作大抵是由大学讲义改编
而成。
共和国时代，中国通史的撰写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即以著名史家为主编，集体撰写。
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白寿彝的《中国通史
》，概莫如斯。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虽说是以一人之力在撰写，但也没有最后告竣，以《中国通史》面目出现
的范著，仍然是由范的弟子集体协作完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师承关系在学术的传衍中的功能是巨大的。
    历史学家是时代的骄子，是学术的弄潮儿，更是时代的产物。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史家如果不与时俱进，就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学术潮流所淘汰、所淹没。
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著名学者胡适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
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
我们几个人。
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胡适的日记》，第440页)应该说，胡适的学术判断力还是准确的。
只不过对章炳麟的评判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因为此前章炳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批评。
没有师承的钱穆60年代在评判民国时代的学术大家时，不隐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他说近人论学，章太炎最有轨辙；梁启超有生意，有浩气；陈垣不矜才，不使气；王国维其病在不尽
不实；陈寅恪故作摇曳，临深为高；胡适之持论多病(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30～231页)
。
在钩稽百年史坛的发展脉络时，历史学家的自我评价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师承与家法是学术进步的阶梯。
家学渊源是一名史家成就学业的很关键的因素。
所谓庭训早启，所谓书香门第，无一例外地说明家学的重要性。
甚至有这种学人现象，父子、兄弟学术相承继，皆为学术名家，他们的学问似乎不待旁求。
张相文、张星娘和马宗霍、马雍是父子关系，皆为知名的学问家；容庚、容肇祖是兄弟，一是古文字
学家，一为哲学史家；冯友兰、冯沅君是兄妹，一是哲学家，一为文学史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者的师承与家派>>

家学渊源有自，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是显著的，也是重要的。
    18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做研究生，准备撰写‘‘元代关学研究”的学位论文时，翻阅了不少宋代理
学的史料，其中《伊洛渊源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觉学术师承与门户之见有着牵扯不断的关
系。
在阅读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时，对黄氏梳理中古学术史的独特方法发生兴趣。
后来读到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觉得从家学渊源与师承授受的角度研究100年的历史学家群体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在着笔撰写本书时尽量不从人所共知的学术贡献上下手，也力图避免作政治性评判，试图从钩稽
师承关系、师门户限、师法家法的角度，用轻松活泼而又不失学术特性的笔调道出史家学问的渊源。
因为资料的限制、时间的制约以及作者学识的欠缺，书中不妥帖之处是存在的，祈读者诸公鉴之谅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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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学术渊源、学术宗主、师承授受、师门户限、师法家法、学术流派这一角度，以散点透视
的笔触，建构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谱系、传承、衍化、发展、流变，是一部中国学术传承、学派传衍
、学术群体生成的动态发展史。
以近四十名学术大师为经、近三百名学者为纬，共同编制了晚清迄共和国这一百多年的学术谱系。
从学术的而非政治的、微观的而非宏阔的层面阐释了学术大师的气概与学者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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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62年生，湖北仙桃人。
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武汉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记者。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
先后在《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研究》、《读书》、《孔子研究》、《史学月刊》、《社会科学报
》等报刊上发表蒙元史、史学理论、学术史等领域学术论文四十多篇，出版专著《学者的师承与家派
》(2000)、《元代社会婚姻形态》(2005)。
学术专攻方向为蒙元史、晚近中国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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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通史一种理论——周谷城学记
孤学鸣高，自成家派——唐兰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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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述而不作亦通儒——沈曾植学记    辛亥鼎革之初的沪渎，一时英才荟萃，胜流云集。
新派少年，纨绔子弟，前清遗老，失意文人，构拟出大上海的浮嚣与深沉。
在政治遗老、文化新民的学人群体中，沈曾植(1850一1922，字寐叟，号乙庵)与他的海日楼如一座风
雨中的碑石，对新旧学人折射出恒久而历时弥坚的魅力。
在新与旧、中与西、趋时与尚古的双重选择中，沈曾植是以涵咏内蓄的睿智之思而沉潜于经史子集，
钻入故纸堆以遣有生之涯，将郁积于胸的政治块垒淡忘于青灯黄卷之中。
当我们寻迹20世纪初那挤满书蠹的海日楼，清理沈曾植斑驳、丛杂又个性化的思想与学术时，一种矛
盾、苦闷、敛声屏息于以文化安身立命的沉重感撞击于胸：既为沈氏偏枯执守那已随历史年轮烟消云
散的政治而扼腕，又为寐叟老人孤诣苦心于四裔碑铭之学臻至极境而心生感佩。
    沈曾植算不上晚清政坛的风云人物，但他与诸多拥有赫赫声名的政界显要都有过或深或浅的交谊。
上书张之洞励行新政，与盛宣怀策动“东南互保”，讽劝康有为变法维新不能操之过急，这都显而易
见地表明了沈曾植的政治抱负与仕途情结。
进入民国，深居简出于海日楼的沈曾植，竟避着海上遗老陈宝琛、陈三立、郑孝胥、罗振玉诸人，北
上进京参与张勋复辟，官职学部尚书，都是那种植根心底的忠于清王朝的仕途情结在其中起作用。
光、宣之时，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先后高中进士。
沈家兄弟英雄少年，意气风发，一时名士咸集，玄歌诵和，互为推奖，济济人才，传为京师美谈。
专以骂人耸动朝野的李慈铭，与沈曾植同考礼部会试。
李慈铭对问北徼事的第五策甚为自得，诩为通场冠。
但看了沈曾植的试卷，不得不倾心相服，与沈保持了终身友谊。
    沈曾植的学问以经世致用为宗旨。
如果将其置入晚清学术思想史，可以视为西北边疆史地、元史、蒙古地理学研究的主脉；如果把它放
到晚近浙学加以考察，沈曾植无疑是由博返约的章学诚一派的学脉统系的终结人物。
四裔碑铭之学，是沈曾植极具功力的学问。
沈氏根基学坛、受人推崇的，莫不归功于其碑铭绝学。
沈曾植的碑铭之学系指唐阙特勤碑、突厥必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泪没密施合比伽可汗圣文神
武碑的“三碑”考索。
沈氏以“三碑”为据，纠正了新、旧《唐书》的错误，并以现代蒙古语粗略解读了“三碑”擀隔难通
的地方。
沈的解读在俄罗斯东方学家的同课题研究中受到重视。
30年代，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韩儒林，连续在《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禹贡》上发表了
关于“三碑”的研究论文。
这种研究完全超越了沈曾植的不懂古代突厥文、蒙古文的局限，具有科学性，在学术上产生了很大反
响，从而奠定了韩儒林在突厥史、蒙元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两书中，有不少零篇断札涉及辽、金、元史研究。
《蒙古源流笺证》是沈曾植传世不多、颇见功力的重要著作之一。
康熙元年成书的《蒙古源流》，在辗转抄录、流传中出现了蒙、满、汉三种文字合抄的版本。
因为牵涉到语言学、元朝史、蒙古历史与地理等诸多学科研究，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
从钱大昕、纪晓岚、魏源、张穆、何秋涛到洪钧、李文田、屠寄，皆对《蒙古源流》的研究有所贡献
。
沈曾植认为上述学者，“穿穴疏通，详前人所未详，发前人所未发，各已成一家言”。
学术界公认研究《蒙古源流》，“非熟于满、蒙音纽者不能读，非深于史学、善用钩稽之术者不能通
”。
所以，学者对沈曾植的《蒙古源流笺证》特别重视。
但沈氏的著作直到他1922年辞别人世都没有刻版流通。
后来沈曾植之子沈慈护将遗稿交其父生前友人张尔田、王国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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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尔田在该书的序文谓，“先生著述矜缓，丹墨丛残，及身多未写定，其偶落于人间者，吉光片羽而
已”。
可以这样认为，沈曾植的《蒙古源流笺证》与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是晚
清蒙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洪、屠、沈三人的著作，直接开启了民国初期在该领域的研究。
王国维晚年与寓居海日楼的沈曾植关系十分密切，王氏晚年转入辽、金、元史研究很显然是受到沈曾
植的影响。
王国维的音韵学、训诂学、蒙元史学皆请益于沈曾植，王氏以供研究之用的古籍碑版不少取资于海日
楼。
所以，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对沈氏的学术推崇备至。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
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
⋯⋯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
沈曾植73岁逝世后，王国维又撰写了挽联以推崇沈氏的学术与人品：“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
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
先生。
”与王国维亦师亦友、同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是沈曾植的晚辈。
沈曾植与陈寅恪之父陈三立同是“同光体”诗派的中坚。
陈寅恪对父执辈的沈曾植的辽、金、元史研究当耳熟能详。
在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及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期间，陈寅恪接连发表了四篇《蒙古源
流》的研究论文。
他利用藏文、满文、蒙古文对《蒙古源流》中涉及的作者世系、地理释证、吐蕃名号等问题作了深入
研究。
这就将沈曾植专攻的《蒙古源流》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学术水平。
    晚清学坛，佛学研究名重一时。
诸多学者潜入其中，自成一格。
夏曾佑、梁启超、章太炎等是援佛入儒，而杨仁山、欧阳竞无等则是执佛御心。
在世道人心异术分途、时代急剧变革之际，学者从佛学理论中找寻精神慰藉的同时，确实有用佛理、
佛性将儒学拯衰起弊的功利目的。
沈曾植亦有这方面的研治佛学的动机，他与近代佛学大师杨仁山关系十分投契。
杨仁山，名文会，安徽石棣人。
曾任曾国藩幕僚。
因厌倦官场生活，皈依佛门。
杨氏创建的金陵刻经处，在佛学界有着很大影响。
谭嗣同、章太炎、谢无量等曾听过杨仁山讲授佛经。
沈曾植从学理上研究禅宗史、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俱有心得。
沈氏1910年从安徽辞官归里，在南京与杨仁山等集会佛学研究会。
杨仁山圆寂后，其弟子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建成支那内学院。
为此，沈曾植撰写了《支那内学院缘起》，表达了晚年的沈曾植的精神寄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的文化保守派的健将胡先骗，是沈曾植知南昌府时所得士；而沈曾植则
系胡氏先祖门生。
胡先骗在《忆沈乙庵师》一文中说自己“国学终成门外汉”，对没有向一代鸿儒请益而终身遗憾。
胡对自己的前辈沈曾植的为人与为学留有深刻的印象：“见师虽任冲繁之首府巨任，实乃蔼然儒者，
头戴破旧之纱制便帽，身著一绉褶灰暗之旧绸衫，人其书室则四壁皆书史，自地板直抵承尘，其数量
之多，殆不胜指数。
”胡氏谓：德国哲学家克塞林伯爵到上海访问沈曾植，沈可能与其谈起佛家的心性学说，儒家的修身
养性，让克塞林伯爵“胸中所蓄疑团尽为冰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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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说自己“志在科学”，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赴美国深造，专攻植物科，是我国著名的第一代
植物学家。
胡氏回国后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但他仍然醉心文史，与同事吴宓教授等共同发起创办了《学衡》
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反对派。
    名山藏不住，片羽洒学坛。
沈曾植的舆地史学、内典佛学、音韵训诂、律学等，大抵以笺注疏释的形态在述说着著作者学问的艰
深。
信守“述而不作”的古训，沈曾植并没有留下太多成统系的理论著作，但就是这些断简零札，却萌芽
与催生出现代诸多学术的雏形。
在前清遗老的阴影笼罩下，现代学人在梳理20世纪初期的那份学术文化遗产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
沈曾植淡忘了。
这不能不说是晚近学术史的一种缺憾。
P10-13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者的师承与家派>>

后记

如果将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知名学人的师承与家派完整地加以比证研究与爬梳钩沉，就会更多角
度、更深刻地阐释一个世纪中国学术体制、学术方式、学业传授、学问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本书显然只是其中努力的一部分。
因为研究与写作充满了太多的机缘，以致囊括其中的学人给阅读制造了刻意选择的感觉。
实际上并不如此。
从自己所攻专业观察，确实将历史学家摆放在一个比较显著的席位，依次而文学、而语言学、而古文
字学、而哲学。
资料的匮乏对撰写始终是一种制约与障碍，所以，与其说是刻意选择，还不如说是文献不足征。
这是需要向读者有所交代的。
    当20世纪中国学术史成为学人关注的话题时，将研究的切口指向最能直观而深刻地反映学术本体的
学人群、学人圈系，探究其间学术的人际关系、学术传承、学问出处、授受统系，是否更能给读者提
供一种思考、一种智慧?用清快、明丽、写意的话语方式给出学术生存、播衍、迁转、流变的解读，是
否能够酿造新的阅读兴趣?这自然是几番努力、些许期待了。
    本书初版本是在2000年，那时作者将关注的学人主要指向了历史学领域。
以后将学术视野扩展到文史哲诸学科，言传意到，会心不少。
凭借陆续搜集到的不少资料，将篇幅扩张了近15万字，加添插图100余幅，以增订本的方式重新印行。
这部著作能够以新形态面世，应该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王建槐先生与邹桂芬女士，没有他们对学术
著作执著的忠诚和对编辑出版事业的炽爱，就不可能有读者视线中的这部书了。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张克兰教授为本书搜集了不少资料与文献图片，对她孜孜以求的劳动，特致谢忱。
    王晓清附识    丙戌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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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晓清的《学者的师承与家派》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和一种“普鲁斯特式”的笔触向我们展开
了一位“旁观者”眼中的“师承与家派”的世界，以轻松活泼又不失学术严谨的充满哲学意蕴的语言,
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群体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追述，将中国学术史家之宿弊和垃圾大胆地摊摆在
阳光下,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以负责的学术精神为态度,以卢梭式的坦白和直率,臧否了包括郭沫若等在
内的现代史学权威。
。
当这位“旁观者”避开了政治性的评判,引领我们瞥过无数个学术历史的角落,即从钩稽师承关系、师
门户限,到师法家派,我们无法不为我们曾经对“史家学问的渊源”视若无睹而感到深深的震惊。
作者跟踪历史的脚步,拨开蒙在史学领域的重重雾障,给某些史学家和史学流派作辨析,使读者能客观地
理解史学的合理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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