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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在历史的路上》收录了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所写的序，历述他求学的经过和生活的感
受，以及他和古史考证、辨伪及民俗学的因缘，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踏入学术界的心路历程，而且他
的治学方法也值得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借鉴。
《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篇序言初稿中的一部分，现附其后，以呈现给读者该序言的全貌。
书中还收录了《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以使读者了解顾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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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颉刚(1893一1980)，历史学家，原名诵坤，字铭坚。
江苏吴县人。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
历任中山、燕京、北京、中央、复旦等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顾颉刚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
他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
历史和典籍。
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是我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他也是我国历史
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曾先后创办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并深入
研究《尚书》。
主要著作有：《古史辨》、《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两汉州制考》、《郑樵撰》、《三皇考》、《
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吴歌甲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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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古史辩自序（第一册）
孟姜女故事研究
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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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很不幸的，国学会开讲还没有满一个月，太炎先生就给袁政府逮捕下狱。
我失掉了这一个良师，自然十分痛惜;但从此以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
条路时是应当怎样走去了。
我以前对于读书固极爱好，但这种兴味只是被动的，我只懂得陶醉在里边，想不到书籍里的东西可以
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它们的主宰。
现在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知道只要我认清了路头，自有我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
准绳的，我顿觉得旧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
于是我有了烦恼了:对于这许多材料如何去处置呢？
处置之后作什么用呢？
处置这些材料的大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时时盲目地侵袭我的心，我一时作不出解答来，很感着烦闷。
不知是哪一天，这些模糊的观念忽然变成了几个清楚的题目:“(1)何者为学？
(2)何以当有学？
(3)何以有今日之学？
(4)今日之学当如何？
”我有了这四个问题，每在暇闲中加以思索，并且搜辑他人的答案而施以批评。
大约民国三年至六年(1914-1917年)，这四载中的闲工夫都耗费在这上面了。
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
“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
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
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
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
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
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
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
。
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
我当时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只因听了太炎先生的话，以为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则全是些
妄人。
但我改不掉的博览的习性总想寻找今文家的著述，看它如何坏法。
果然，《新学伪经考》买到了。
翻览一过，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
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
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
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
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餍理。
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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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编辑推荐：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
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
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做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
——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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