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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由朱潇潇所著。

 《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以张荫麟在20世纪
20—40年代主要的学术活动为线索，从张氏求学和任教的主要场所清华大学、他所参与的各类刊物及
其著述进行考察，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学科的建立及其规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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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潇潇，现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讲师，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
曾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现代大学教育》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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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另一方面，张荫麟则依照梁启超所指示的门径，在近三百年的学术史中，寻找与西方
科学精神以及学术理路相合拍的人物和观点。
此时，梁启超正与胡适一起，通过对戴震“科学界的先驱者”、“哲学界的革命建设者”的形象构建
，而完成“对传统的重新诠释与理解”，这也是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主要潮流。
张荫麟与贺麟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文显然都深受这一风气的影响，他们所选择的一般都是具有“科学
精神”的汉学家，并且试图用一种西方学术的眼光来给清代学者定位。
贺麟不仅在梁启超的直接指导下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并且在阅读了梁借给他的《雕菰楼全集》
后，把焦循称为一个“以经学作基础的哲学家”、“散文、诗歌、戏剧、文学批评兼优的文学家”，
“于纯科学也用了苦功的博大精深的学者”。
而张荫麟则是选择梁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深入研究的人物，比如乾嘉时代就被一直推崇
的钱大昕，张称他是一位贡献在考古方面的“‘科学的’史学家、小学家、天算学家、地理学家”，
撰写了《钱大昕和他的著述》对他的生平和著作进行了详细的考订。
另外就是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中有所遗漏的学说观点，张荫麟尤其注意加以发掘。
比如洪亮吉及其人口论，“在当时及后世皆未尝有丝毫之影响，徒为今日历史上之资料而已”；再如
湖北学者李元及其所做的“研究动物之作”《蠕范》，“不独晦然无闻于当世，且二百余年来久湮没
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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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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