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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夏，我曾为龚鹏程教授所著《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写过一“
序”，现在我很高兴再为他的《龚鹏程四十自述》写“序”。
我和龚鹏程教授交往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初识时他还是青年，我则已过中年；现在他已是中年，而
我则进入老年了。
可是，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而影响我们的友谊和交往。
对此我是很珍视的。
　　我对龚鹏程教授的《四十自述》读后，深有感触，但提笔要写这篇“序”时，又不知应如何写了
。
思之再三，先写三点想法吧！
　　(一)《四十自述》是龚鹏程教授通过他的生活经历，表现他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叙事引向言理，“藉事言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本自述，不像一般传
记、回忆录，琐记家世、亲族、爱情、人事等等，而以学道、求道、证道、行道之历程为主。
”“道”在哪里？
只是在你的生活之中，你必须有心去学、去求、去证、去行。
鹏程正是这样，他是在书本中、师友中、为人行事中和自我的心灵中去自觉地学、求、证、行。
如他所说：“我只能由内在追求方面去树建我人生的理想”。
一个人的一生，如要想成为一真正的“人”，无非是要有个做人的道理，离开了这一点，大概人生就
没有什么意义了。
　　(二)鹏程读的书真多，对此我是深深佩服。
从他的《四十自述》中，我看到他不仅对中国的“经”、“史”、“子”、“集”都广泛涉猎，而且
对那些笔记、小说和中西近人的著作只要能找到的他都无不究读。
鹏程读过的书，很多我都没读过，有些还是我这次读他的《四十自述》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本书。
如巴壶天的《玄庐剩稿》、明王士性的《广志绎》等等，近日，鹏程对我说：他对比了一下《四库全
书》的“文渊阁”、“文津阁”和“文溯阁”中各书的提要，发现它们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些
不同，甚至这几种抄本本身的“提要”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果对比整理定会有用。
就这一点看，鹏程读书之多、之细，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
　　(三)鹏程多才多艺，于为文作诗、绘画写字，无所不通。
而其著述至2002年已出版的书就有五十余种，所涉及到文、史、哲诸多方面，如儒、释、道、诗、词
、古今文学、方志、美学、符号学，甚至武侠小说等等，而在他的研究中往往多有创见。
从《四十自述》看，鹏程对当代学术动向和存在的问题都是有深入了解的，如他说：现代新儒家“以
良知自我坎陷之方式，即可开出民主与科学”，“仍是以民主与科学之价值为基准，来衡量中国传统
哲学”，“但此东方主义之态度，与据西方现代性否弃中国传统文化者，实无根本之殊。
”这样一些论断，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应是十分有意义的。
　　读了鹏程教授的《四十自述》也颇有感慨。
我在四十岁前后，正处在汹涌猛烈的政治运动中，一无暇读书，二无时著述，可说在学术上是“一穷
二白”了。
虽也写过一些文章，但多是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式的大批判文章，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学术。
等到快到六十岁时才有机会开始认真读书，才逐渐学会照自己的意思写作，但已力不从心了。
在我七十岁的时候也想写个“自述”式的东西，来总结一下自己走过的道路。
花了一年的时间，写了一本《我们三代人》，它是写我祖父汤霖、父亲汤用彤和我自己的。
书虽是出版社约稿，但当我把稿子寄给他们，经过编辑，大加删改，凡是我有点议论、有点想法的地
方几乎都删改了。
无可奈何，我只得把稿子收回，压在箱底了。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的命运还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
读鹏程的《四十自述》，虽所认知并非全同，但其文却能启发我有所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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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述了作者于1960年代至90年代求学，问学、治学的曲折经历。
作者自幼家贫、性情顽劣，靠了生命路上一位位老师的指引，对孔孟先贤发生了莫大的兴趣，走上了
对中国传统文化孜孜不倦的探求之路。
作者的人生历程，对今日无数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改进社会的青年，当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本书再现了60年代以来台湾教育、文化和社会氛围，再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巨变下的困惑、焦虑
和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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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起，历任北京大学社会科
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
正式出版的专著已有七十余种。
　　近期在大陆出版著作有：《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文人阶层
史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汉代思潮》（商务
印书馆，2005年），《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美人之美》（百花文艺出
版社，2005年），《向古人借智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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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汤一介大陆版序再版序初版序卷一 诗逆俗用情失乡游学问道卷二 思窥机从师交友树异主智卷三 事
因境执教涉世试剑感兴卷四 史困知得法历事藏史返本附录 龚鹏程生平及著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龚鹏程四十自述>>

章节摘录

　　卷一 诗　　我初入小学未久，即得识黄灿如师。
读一年级毕，便转入三年级她的班上。
当时她家在南投中兴新村，仅一人住台中国小宿舍中。
夜间每召我去她宿舍读书做功课，并教我书法。
暑中酷热，则让我下午去。
　　师丰腴善睡。
遭我打门唤起，坐藤椅上，执大蒲扇，鼻息犹呼呼微响。
取《孟子》一卷，逐段教念。
次日来，则先背诵昨日所读，再讲解文义，教念新课。
同时亦教《论语》《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然皆不及《孟子》亲切。
因孟子开卷即辨义利，我初次接触到这样的思路与文章，格外感到兴趣。
且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谈，又都有情节故事，曲折入胜。
其论事析理，善于即物设譬，层层剥释，尤耐咀嚼，益人神思。
故每坐夏风蝉鸣中，诵之忘倦。
　　但此时并非沐化圣贤教诲中那样端严庄重，而是新鲜好玩的。
有时同学二三友人，在背了一段以后，也会胡猜孟老夫子到底讲的是啥。
例如一次背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节，我们即想：老吾老者，那很老的我老
爸也，此必为孟子的父亲。
既如此，则幼吾幼，当指孟子的母亲了。
说给黄老师听，把她笑得打跌，伸出胖手，在我脑门上敲了一个爆栗。
⋯⋯。
　　这个经验对我非常重要，至今脑海中还经常浮漾着长夏读经，师长期我以远大的图像。
但少年心性，喜恢张而不喜静摄，对孟子尽心养气之说，毕竟无法深入体会，所喜读者，乃前半论王
道仁政的部分。
摩挲日久，亦辄使我有三代圣世王道的向往。
蔼然仁风，畅我经世之怀，闳裕恢博，慨然以天下自期。
　　但我对孟子并不佩服，也不崇拜。
他像我小孩子时期即已熟识的玩伴，虽说性气相接、情志相摩、而思虑亦相熟近，却总喜欢斗斗口、
抬抬杠、撩拨撩拨他。
对他的论调，我是不情愿佩服的。
虽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夸饰大言、好辩、行事洒落等等习惯，可是待我找到了一点时间，我即搜罗史
乘，爬梳了许多事例，对他“行仁义者得天下，不行仁义者失天下”的宏论，展开了一些批判。
我由历史事迹的归纳中发现：政治上的成功与否，往往不是经由仁义的手段，而是靠着权谋与实力。
这时，我用来与孟子斗口的材料，是史事；理论，则是由李宗吾的《厚黑学》一类书中得来。
　　我读厚黑学、学铁笔子易卜、搜罗秘术一千种、呼啸朋辈、练拳学药，都是初高中时代的事，佚
荡恢奇，很有点邪气。
那是因为生命流荡无所归，对世界充满好奇，渴欲穷赜探隐而乏师友调护教习，日困于考试升学补习
的环境与气氛中，故常以索隐行怪来表现自我，并以此满足好奇。
　　那时，生命如游骑泛骋，既无定向，亦无内容，但顺着我所播弄的物事而日渐习熟，也不能说是
毫无所获。
　　例如学易知卜，略谙经文，益觉圣贤教示神秘幽远，不难亲近。
偶摭一二断句，便可使浮嚣玩愒之心获得一点沉稳安舒的感觉。
又如练拳打架，不能不读刀经拳谱。
我自己用贩卖糖果得来的钱，陆续辑得武术书刊近百种，参稽比对，不仅逐渐了然中国武术之发展、
门户派别之源流，且辑佚订补、推陈比较，亦得以略窥为学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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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会通我曾熟读之中国侠义故事、现代武侠小说，旁及党、派、会、帮之发展史，亦甚便利。
易卜杂学及江湖秘术等，与这些尤其容易联结起来，表现出一副异端之士的姿态。
再缘饰以厚黑学，愤世嫉俗遂又有了理论基础。
我以此自喜，正如我以能读古书写古文自矜。
事实上是幼稚荒诞的，然生命即在此流荡驰骤之中渐有所积。
俗谓：“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一点儿也不错。
　　当时，我又每日皆于报端剪存易君左先生的回忆录《海角沧桑十八年》。
易先生的文体很驳杂，谈掌故、记吟咏、臧否时事，描述时代流离的悲剧。
这个悲剧感，是我所熟悉的。
父亲那一辈人飘泊来台，含辛茹苦抚育我等，我虽顽劣不晓世事艰虞，那种时代沧桑之感，则是我成
长时期的空气，我无时不沐浴于这种气氛中。
　　父亲的友人，那些捡破烂的老乡、卖酒酿的老友、退伍军人、落魄士绅、流浪汉、道士等等，每
来我家面摊子旁闲坐，也无非是追忆乡里故人往事、臧否时政、谈掌故、记吟咏发感慨。
所以我极熟悉易先生回忆录的调调，读其生平，感同身受，竟有点置身离乱衰世之感。
虽然易先生之簪组世家，非我所能有；但顺着他的描述，我也看到了晚近文人知识分子的活动状态，
熟悉了近代文史掌故。
　　这种时代的痛感，渐渐唤起我对孟子的记忆。
孟老夫子那一套真能治国吗？
中国现在搞得一团糟，要归罪于孔孟，非我所能、亦非我所忍，但我真怀疑用什么仁义之道便能解决
今天的问题。
事实上我对具体的时世并无所知，只有一种伤悯沧桑的感受。
这些感受若要具体化，就只能缘附于像易先生这样的史述中。
借着历史论述，我才可以将这种伤痛表现为愤世嫉俗的态度。
于是我用类似厚黑学的讲法，罗列史事，说明获胜成功的都是权诈之士，批驳了孟子的言论，也讥刺
了世俗。
　　写这篇长文时，刚考进淡江大学。
刻意逆俗激矫，以异端自喜的生命，流荡至此，并未稍得安顿。
因为顺着我对孟子的批评，除了在历史事件的解释上我还得深入充实外，孟子的人性论更是整个争论
的关键，在心性问题上我也必须再花气力来处理。
当然，我并不是为了要与孟子斗口而做研究的，只可说是在我生命流荡之中，触处生感，感而动思，
孟子常成为我思与感中之一线，牵引拢束离散诸端罢了。
也不是说我真是为了想深入理解孟子而费力追索中国心性论传统、充实历史知识。
只是流荡之才性，顺此途向，不断展开而已。
　　当时同住宿舍中有邻班之万荣麟君，貌奇古，瘦黑而好肆谈。
我曾与彼及其班中万爱珍君同游双溪山中，听彼等谈《文星杂志》及中西文化论战事，述柏杨李敖之
轶闻，都是我所不知道的。
因我僻处台中丰原山间，文化资讯颇为隔膜，故对于五十、六十年代台湾一切文化发展可说全无参与
也全未受影响。
存在主义曾风行一时、保钓运动曾引起轩然大波、“现代诗是否恶性西化”曾发生激烈之论战、“中
文系应否开设现代文学课程”曾使中文学界几乎分裂⋯⋯等，都是出现在我入读大学前一两年或当前
的大事，而我竟几乎全无所知亦无所感，故我可算是一个钝于嗅感时代文化气氛的人。
生命之成长，自成逻辑，如野草、如杂花，自得雨露，亦可自成姿态，原与大庭园花木亭阁之布局无
大关系。
所以当时听他们谈文化界掌故，虽顿感兴味，也曾因为惭愧，而效法新文艺青年，翻读了一点“新潮
文库”“文星丛刊”之类；终究未能随人作队，投身于热烈的时代文化讨论洪流中。
仍然依着我自己的才性，流荡于逆俗激矫的途径中。
　　淡江中文系原系宫殿式建筑，有图书室数大间，藏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商务印书馆四部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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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珍本及广文书局书籍等甚多，皆未曾见者。
大合我见猎心喜、喜新好奇的脾胃，乃日夕搜寻于其中。
不久，获章太炎《国故论衡》《菿汉微言》等书，喜其奇僻激矫，遂更广搜《章氏丛书》，倚为谈助
。
　　太炎先生文笔崛奇而立论颇为悍恣，征引宏富而旨趣却极鲜明。
彼早期固以经学小学专门，然其思想实有一极为曲折之历程。
大抵早年以老庄反儒，谓孔子之学，玄远不及老庄，用世不如荀韩。
其后研究佛学，又常以佛理阐发庄子。
晚年则谓孔子境界能综佛与庄。
他论学术，推原于道；以老庄高于孔子；辨儒与儒家含义不甚相同等，对我影响都很大。
　　由于他好论庄子，一再修订其《齐物论释》，使我也对庄子大生兴趣。
但以当时之学力，岂能读得懂《齐物论释》？
因此，我采取了一种最笨的方法，拿出我研究拳术的精神，逐篇注解庄子。
先去图书馆搜辑所有的庄子版本、注解、论释、研究、参据众说，并就本文前后立证，偶有所得，一
一旁注摘抄于钱穆先生《庄子纂笺》中。
然后再录出，参稽考辨，断以己意，欲自成一家之言。
　　其时根本未受过文字声韵训诂及版本校勘之基本训练，纯依比对揣摩、前后互证的土工夫，逐字
逐句解读。
记得大一结束那年暑假，弄了一大木箱《庄子》书回台中，用火车托运，准备好好钻研一番。
书太重，送到台中时，木箱全烂了。
足见我当时蛮劲确实不小。
　　如此奋斗了一年多，庄周书卅三篇，大约前后注了廿篇左右，一篇又往往四五易稿。
体例或兼释义、注解、译白等，总名《庄子义例抉微》，每篇前更撰有小序一则，则约七八百字，自
矜、自怜、自喜、自伤，并阐孔老同源、儒道一体之意。
前后释注，积稿达数十万言。
这个时候，用功是用功极了，无奈尚未开窍，一心想为《庄子》觅一定解，以正诸家之是非。
这个愿望是永不能实现的，因为定解既不可能亦无意义。
但这是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得的道理，自不能要求于此初学自习之际。
除此之外，当时之用功，尚有一个盲点，即枝枝节节饾饤考辨于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之微，对庄子
感觉极为熟稔，但又极为陌生。
因为庄子思想的整体脉络结构，我并不能详予勾勒。
所以渐渐就放弃了这项工作。
　　可是在这趟劳作中，我窥见了庄子学的堂奥，庄周开阔的思想空间、恢宏的精神蕴含、高超的生
命境界与恣纵莹美的文学审美趣味，润泽我身，益我骨血。
使我一穷鄙椎鲁之小子，能跳脱尘垢，长保心灵之超脱洒然，不姝姝以一隅自限者，此也。
　　从治学的角度说，则我也从这一段工作里获得了难以描述的各种实际操作文字、声韵、训诂、版
本、目录、校勘、辑佚之经验，掌握了通读古典的能力，培养了鉴别与判断的眼光，熟悉了解庄的各
种路数与著作，得益匪浅。
　　我本有历史癖，考据证古，可谓适符所好。
经此锻炼，其癖愈深。
辑掇文献、整理笺注，竟成习惯。
后来着手弄的黄山谷诗编年校注集释、阴符经集释，替学生书局编史学丛书、替金枫出版社编经典丛
刊、主持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整理文献、欲帮道教协会成立文献馆等等，殆皆发轫于此。
学界许多朋友都以为考据非我所长。
因我性情恢廓，好谈宏观大势，不奈烦琐，故往往以此讥我之为学如乘云驾雾，不能轻车慢步脚踏实
地。
这是被我后来的学相所惑，不知我于考据一道，曾用苦心，有真实体验，亦长期积累文献，留心于掌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龚鹏程四十自述>>

故也。
　　不过，我之考据，因由章太炎启发，且系独力摸索，取径迥异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胡适考证学
风所影响之正统学院派。
这些人以考证为学问之手段，并以考证为目的，认为历史的真相唯有经过考证才能豁露。
我当时虽亦通读《古史辨》，且上溯姚际恒胡应麟，却总不能效法他们。
我从太炎先生处学来的考证训诂方法告诉了我：考证系为了发明某一种特殊的讲法。
例如章氏《膏兰室札记》卷二《朋友恩重于族人》条云：　　《大戴礼?曾子制言篇》：“父母之雠，
不与同生。
兄弟之雠，不与聚国。
朋友之雠，不与聚乡。
族人之雠，不与聚邻”。
《曲礼》则云：“交游之雠不同国”。
《调人》则云：“从父兄之雠不同国，主友之雠视从父兄弟”。
然则其恩且踰于从祖兄弟矣，况无服之族人乎？
盖友与主并言，则与相知者有异，其合以义，与师同道。
为师心丧三年，与君父同其尊亲，为朋友与从父兄弟等，不亦宜乎？
故朋友死无所归，则曰于我殡。
古人重友道如此，所以居五伦之一也。
后世先生假馆，不过为利，师道且扫地矣，而况于友道乎？
考证古礼所述处理朋友之雠的方式，其实是为了阐发后面这番议论。
故考证与议论是合一的，没有这种见解的人，不会注意到古人视朋友恩重于族人；没有这种学力的人
，不能征引文献来阐明自己的见解。
因此，考证不是孤立、客观的。
太炎先生这一条考证，应该和他排满、主暗杀、论报雠、重视友朋交道及师道等等合在一块看。
如此，则考证便与史论无异，虎虎有生气，而非仅是堆垛资料的工作了。
　　再举一个例子。
《庄子?齐物论》有云：“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下旬既说圣人不用，则滑疑之耀（显露圆滑多智的样子）应该是庄子所批判的。
但为何又说此乃圣人之所图？
语意似有矛盾。
前人于此，是将“图”解释为：“谋去之”，如王先谦即如此说。
曹受坤则说：“《说文》：图，计划难也”。
意思都是说不图。
因为图是讲不通的。
我的注，也引《说文》，但谓“啚，啬也”。
亦即以图为昌字，啚是鄙的本字，段注云：“凡鄙吝字，皆当作此，鄙行而啚废矣”。
把圣人之所图，读为圣人之所鄙，问题就解决了。
这纯是训诂工夫，但它与考证发现历史真相没什么关系，乃是借着考据在进行一种解释。
这种解释，实有两层，一是我们对庄子的基本了解。
这种了解，是在进行章句训解之前即已具备的，我们是依据这样的了解来读《庄子》，才会发觉这一
句似乎不通。
因为据我们的了解，庄子是不可能谋求圆滑多智的。
所以我们才会想把“圣人之所图”解释成“圣人之所不图”。
　　换言之，并不是章句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乃是倒过来，义理已明而后乃能发现有待解释之问题，
再施以训诂之手段，使能符合我原先已理解之状况耳。
具体训诂工作，即是这第二层次的解释。
如王先谦把图谋解成不图谋，这也是一种训读，但尚缺乏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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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曹受坤征引《说文》，我也引《说文》。
这种文献“依据”，显然是为了满足解释而找出来的“带生物”，事实上并不是证据，只是说明的辅
助。
　　而且，大家都引《说文》，但所引并不一样，也可见文献或训诂资料是可以随人捡择的。
当时我常用《经籍纂诂》。
深知一字一辞，有许多解释可以任我择用。
有时实在讲不通了，尚可以运用通转、假借、衍夺、错倒等说，以曲折通之。
　　因此，考据一道，由其与解释议论合一的情况说，是“似实而虚”的。
考证的好坏，其实不在材料熟不熟或训释知识精不精，而在见识高不高及解释技术巧不巧。
由其解释时可以用版本错衍夺乙、音韵通转、文字旁借等方式为之来说，则考证事实上也是“似难实
易”的，仿佛须读过很多书才能从事，其实不然。
像我就是在根本没读过什么书，腹笥甚俭的初学阶段试做考证的。
注庄之稿，若依清人著作之例录出，也有创获数百则，在当代学林未必不能占一席之地、未必不比现
今在大学里讲考证解庄子的先生高明。
可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治学之道，见识难，记诵书本子、搬弄材料、征文考献，实在容易得很。
不幸学界中人在这一点上弄不明白者大有人在。
我则在初读太炎先生考据文章时便略有所悟了，后经注解《庄子》这一番锻炼，脚跟当然就立得更稳
啦。
　　我受益于先生者，不只于此。
如其解庄，乃用唯识学思想，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东西，古人虽亦有以佛理解庄者，但无以唯识学为
说，故读其书甚为苦恼。
于是找来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借以略明唯识法相诸名词与观念，又找到熊氏《新唯识论》，
想弄清楚唯识学之是非。
　　看了一阵，发现熊氏归宗大易，好言六经，乃更求其《读经示要》读之，并圈点马一浮《复性书
院讲录》《尔雅台答问》。
曲径通幽，居然从章太炎的议论考证联系到这条讲理学心性论的近代新儒家路子。
　　这样的走法，极为怪异，但在我则甚自然。
吴怡曾谓牟宗三之进入康德学，取径甚为特殊，“是从后门闯进去的”。
我也常觉得我接近新儒家，类似于此。
不过，新儒家中我只对熊马有兴趣。
对冯友兰，我不以为他是新儒家；对梁漱溟，则其书每本我都读之不能终卷。
这可能是因为熊与马毕竟仍有书卷，马一浮尤其雅赡渊懿。
对我这个有点文献历史癖气味的小考据家来说，他们讲的那一套我尚能欣赏，梁氏便不免村野单薄了
，感觉其学问无甚根柢。
但不管如何，对于这一派思路，其时我仍无力发明，仅能依幼年所学的一点孔孟知解与之相孚应喁和
，逐渐薰习而已。
我真正大有感会的，是另一种路数的学问。
　　熊先生是革命党人，后以革命仍需学问，故折节为学。
其学力主积健为雄，谓唯识不免于虚寂，乃倡新唯识，以乾元健动为主。
但这种健动乾刚只是精神的，这套学问毕竟仍以自家心性修持为着眼，欲有以安顿人心、以正性命。
对于世界的安顿，较为根本，然亦较为间接。
熊先生同时诸革命健者则不尔，慷慨悲歌，投袂击剑，以国事天下事为己任，而尤致力于文化保种，
如《国粹学报》之类，呈现了另一种典型，旨在经世救国，激扬民气，励我则多。
　　我才性驳杂，飞扬跳脱，喜生事，好玩耍，因此晚清民初知识分子某种冲抉轶荡的生命情调，颇
能与我孚会。
但这种佚荡不轨的气息，并非生命之盲动与嗜欲之流泛而已，历史知识及杂学之积渐、时代乱离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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怆感受，使得我很能契合于章太炎那一辈人经世救国的侠情，有一种朦胧模糊的族类意识和想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感觉。
读《国粹学报》以及同一时期之相关著作，如梁任公、康有为之书，皆能激发我这类的感情。
而这种感情，又与读报纸社论或教科书上的教示不同，它依附于章太炎刘师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
术研究与文化论辩中。
就如章太炎的考据系与其议论合一的那样，康有为辨今文、刘师培论古文，也都与其经世议论不可分
割。
我喜欢这种形态，它既可安顿我的情感，又能滋养我的学识。
我从他们几位身上，几乎学到了我所要的任何东西。
　　那时我已点读过康有为的《孟子微》《春秋董氏学》，并由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
配合皮锡瑞之《经学通论》，略谙今文学之门径。
又从章太炎刘师培处，知道了古文经派的意见。
大一的国文老师李鎏（爽秋）先生恰好又指定我们寒假期间应读罗常培笔记的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
文研究》。
遂趁此因缘，大读刘氏之书。
　　刘师培主六朝文，章太炎也是，我既循其轨辙，自亦宜仿其文字。
于时不惟服膺其理论，也逐篇模拟葛洪《抱朴子》，锻炼笔力。
更从清人俪体文中揣摩法式、摘选字句。
盖刘氏作文实法汪容甫，《甲辰自述诗云》：“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
故我亦仿之，薰香掬艳，以骈俪来说理论议。
每出，必携一小纸片，遇有佳辞丽藻及特殊构句法，即一一录存，以供玩索。
这段历程，不仅使我对文字工夫深有体会，渐具自信，也影响到我的运思。
当时我仍不会写“白话文”，但即使后来常写通俗文体了，我的构句形式以及排比对衬的说明方法，
都是学为骈文阶段烙下的痕迹。
当代人多无此历炼、亦无此工夫，故往往不通文章体式、不知文字轻重浅深、不能接续中国文字之传
统，“我则异于是”！
　　汲挹于刘氏者，尚不只此。
时学校有《刘申叔先生遗书》四版合拼影印本，也有各种单行的本子，我都借来详阅，间有摘抄。
有时一大段需用参考，也常割剪下来。
这自然可算是败德的行为，于今我亦深感惭愧。
但读其书者本不甚多，与其饱蠹，似犹不如喂了我哩。
我对其著作，几乎本本精熟，无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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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龚鹏程四十自述》再现了60年代以来台湾教育、文化和社会氛围，再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巨变
下的困惑、焦虑和文化选择。
以孔子自比自勉的著名学者，深受内地学子欢迎的台湾教授，从穷少年窃书贼到“天下第一才子”，
中华文化传人龚鹏程的读书励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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