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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学论丛：曾国藩学术传论》将曾国藩学术放在整个清代学术史的大背景中考察。
认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出现，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是时代的必然。
书稿梳理了自清初以来学术发展的脉络、趋势及其原因，讨论了曾国藩与宋明理学、清初学术、乾嘉
汉学以及道、咸、同学坛、文坛的关系，对曾国藩学术思想的特点以及历史地位、后世影响给出了自
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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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道房，男，1967年生，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
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史。
近年来，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孔子研究》、《东方
丛刊》、《文学评论丛刊》等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1部，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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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比较以上众说，本文认为，粱启超和钱穆的观点，各说出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都比较接
近历史的真实。
但他们只是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没有具体地展开和论证。
我把两人的观点综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拈出一个“经世说”来解释从宋学到汉学的嬗变。
 一、清初学人经世的焦虑与朱子学的回归 中国古代的儒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都以经世为目
的。
宋儒认为汉唐经学循规蹈矩，训诂考据，各守师说，这种死板的治学方法窒息了儒学的生命力，从而
导致儒门淡薄，无法应对佛老的挑战。
于是宋儒疑经、改经，甚至援引佛道，对儒家的几部经书进行了与汉唐说经大为异趣的新义理式的创
造，这就是所谓的“道学”或“理学”，也有人称之为“新儒学”。
在宋代，道学有程朱一派的理学，侧重于道问学，有知识主义的倾向；有陆象山一派的心学，侧重于
尊德性，有反知识主义的倾向。
理学、心学还有气学都是讲义理的，在清代都泛称为“理学”或“道学”或“宋学”，三个概念可以
互用。
自元代开始，朱熹所注的《四书》及朱派学者所注《五经》成了科举教科书，朱熹理学也就成了后世
官方的指导思想。
从明初开始，学术定于一尊，思想统一的同时，出现了很多流弊，科举考试甚至出现“宁言孔孟误，
不言程朱非”的现象。
至明中叶以后，思想的僵化以及程朱道问学知识主义的倾向，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沉溺于书册子，所学
与所行严重脱节，而社会上道德人心却是越来越堕落，这时需要一种新的学术来应对这种教化危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绍继象山的阳明学出现了。
王夫之曾经指出，学者“逐迹蹑影，沉溺于训诂。
故白沙起而厌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
当然船山对王学不免有偏见，但他指出的学术界对知识主义的厌弃是王学产生的一个原因，这是正确
的。
陈献章（白沙）的名言“莫笑老慵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很干脆地否定了朱熹格物致知的知识
主义治学路向。
王阳明在此基础上提出“致良知”的学说，尽管他本人并不采取反知的立场，但存在直指本心、反知
识主义的学术倾向。
《明史·列传·儒林》指出：“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以至于出现“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的局面。
其实，不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其学术目的都在于经世，都认为自己得到了孔孟的真谛，都是针对当时
的学术弊端提出的救世方案。
学术总是在纠偏纠弊中向前运行，每一种学术的产生都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但时代变化了，学术也跟着变，僵化的学术总要被顺应时代的新学术所取代。
这是学术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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