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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施建雄博士的学位论文《王鸣盛学术研究》业已修改完成，即将出版，他希望我能写篇序文。
王鸣盛作为乾嘉时期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至此才有了第一部专门研究他的著作，我感到欣喜，也很
乐意在本书前面写上几段话。
　　乾嘉学术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考证之学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达到极盛，名家辈出，考经考史和其他学术门类的考证工作蔚
为大观，为后人研治古史和古代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他们堪称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也备受尊崇，
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鸣盛一生潜心治学近半个世纪，著述丰富，识见过人，一向与同时代的钱大昕、赵翼一同被誉为“
考史三大家”，可见他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但是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以往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据我看来，阻碍对王鸣盛学术作
深入探讨的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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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鸣盛学术研究》联系清康雍乾时期广阔的社会、学术背景，跨越考证学、经学、地理学和文
字学等诸多领域，对王鸣盛的学术渊源及治学特点、历史观点及经学见解、史学思想及历史考证，作
深入的开掘和现代的审视，凸显他学术研究包含近代科学精神及进步观点、新鲜思想于一炉的独特风
貌，以丰富的事实纠正以往学术界将其视为单纯考据学家的偏颇认识。
不仅内容丰富翔实，且新见迭出，多发人所未发。
《王鸣盛学术研究》还将王鸣盛与另一位考据大师钱大昕作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从广阔的视角彰
显乾嘉学人在学术理念及治学方法上的共通性与时代性。
全书结构严谨，脉络有序，文风平实，叙述流畅，深入浅出，对全面认识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学术内涵
和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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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建雄，男，1966年8月生，福建永春人，历史学博士。
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重新组合时期历史学发展途径研究”，相继在《史学史研究》、《学术
研究》、《江海学刊》、《南开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
料《历史学》、《政治学》等全文转载。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鸣盛学术研究>>

书籍目录

　　序　　绪论　　一 一个需要超越考据局限去认识的乾嘉学者　　二 近百年来王鸣盛学术研究概
况　　三 本书的旨趣和方法　　第一章 社会学术背景与王鸣盛的治学道路　　一 康雍乾时期的社会
特点与学术发展的关系　　二 学术背景　　三 王鸣盛的经历与著述　　　　第二章 《十七史商榷》
的考证成就与学术价值(上)　　一 论汉唐之际政治、经济制度的得失　　二 历史地理考证的通识　　
三 超越考据局限的新视角：地理考辨与探讨政治军事之大势　　　　第三章 《十七史商榷》的考证
成就与学术价值(下)　　一 论汉唐之际的政治与历史人物　　二 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　　三 透过历
史著作外在形式的探索：史家思想的发掘与历史著述功能之探讨　　　　第四章 子学代表作——《蛾
术编》　　一 典章制度考辨的进一步拓展　　二 历史地理考证的深化　　三 小学领域考证的积极成
果　　四 学术史的贯通研究　　　　第五章 经学领域的创获：王鸣盛的《尚书》学研究(上)　　一 乾
嘉以前学者对《古文尚书》的考辨　　二 王鸣盛辨晚出《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伪　　三 今、古
文《尚书》篇章及传承之考辨　　　　第六章 经学领域的创获：王鸣盛的《尚书》学研究(下)　　一 
《尚书》二十九篇研究的再深入　　二 经今、古文之辨析及对今文家说的采纳　　三 历史考据法的
运用与经文考辨的新发展　　　　第七章 王鸣盛的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　　一 多学科运用的指导思
想　　二 学术思想的精髓　　三 治学方法的特点与不足　　　　第八章 钱大昕与王鸣盛：乾嘉历史
考证学的倡导者与奠基人　　一 乾嘉学术思想的倡导者　　二 历史考证领域的双峰并峙　　三 时代
的特点与历史的趋向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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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梁启超曾说：“清代学术的衍变是政治与学术交互影响下产生的结果。
”清朝统治者从人关到康、雍、乾时期，在扑灭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及时采纳和吸收了中原政
权先进的统治方式，政局渐趋稳定。
在行政体制方面，清王朝有目的地改造和沿袭中原政权的制度。
清初，皇太极就已下令清政府组织“悉仿明制”，仿行汉制，设置六部衙门，天聪十年（1636）设“
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使之具备明朝内阁与翰林院的功能。
顺治元年（1644．）人关后，内三院先与明朝承继下来的内阁、翰林院并行，第二年则合并为内翰林
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
顺治十年（1653），降旨恢复明朝旧制十三衙门，以分担内务府所掌管的皇家的衣、食、住、行、婚
丧喜庆、祭典等事务。
顺治十五年（1658），又仿明朝官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
康熙十年（1671）之后，开始在朝中设起居注馆。
这些制度的建设明显是清初统治者希望巩固政权的一系列主动行为。
　　但他们也非常了解，要统治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汉民族，仅仅靠采用相类似的制度形式是远
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其意识形态之中，从历史文化认同处着手，弥合歧见，形成共识。
因此，清王朝大力倡导儒学，稽古右文，以招徕汉族知识分子报效朝廷。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集团拉拢士人、推动儒学发展的政策自然会对清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一
定的作用。
尤其是康熙一朝，继承顺治“崇儒重道”的国策，即位不久后就大力推行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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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鸣盛学术研究》一书联系清康雍乾时期广阔的社会、学术背景，跨越考证学、经学、地理学
和文字学等诸多领域，对王鸣盛的学术渊源及治学特点、历史观点及经学见解、史学思想及历史考证
，作深入的开掘和现代的审视，凸显他学术研究包含近代科学精神及进步观点、新鲜思想于一炉的独
特风貌，以丰富的事实纠正以往学术界将其视为单纯考据学家的偏颇认识。
 《王鸣盛学术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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