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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
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
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
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
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
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
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
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
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
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
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
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
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
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
风。
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
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
，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
不够深切而已。
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
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
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
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
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
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
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
”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
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
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
汉宋争执，焉用调人？
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
”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
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
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
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
”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
”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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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
对于上古历史和传说的认识，哪怕只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都是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
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协同作战的结果。
因此，只有摒却学科和家派的偏见，学术研究才能健康深入地发展。
    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主张推翻三皇五帝及禹的历史地位，回复
其神话地位，在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革命性的震荡，成为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
本书旨在以翔实的材料，说明其学说产生的背景，他研究古史的独特方法以及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
。
同时还评述他一生涉足的民俗学、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重要学术活动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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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潮，1946年生于上海，已编辑出版《顾颉刚年谱》及有关顾颉刚生平的论文多篇。

    顾洪，1947年生于苏州，整理出版了十卷本《顾颉刚读书笔记》及相关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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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州的民性淳厚，并富有正义感。
元末张士诚举兵抗元，自称吴王，建都于苏州，对百姓极有恩惠。
虽然后来他被明太祖所灭，但苏州百姓仍是怀念不已，每逢他生日之夜，家家烧香顶礼。
至今已600多年，此种风俗竟延续下来。
又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治理苏州甚得民心，他就义后苏州百姓为之罢市志哀。
可见此地人民没有成王败寇的势利之见。
又如明代奸臣魏忠贤遣人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曾激起倾城民众剧烈的反抗，为首5人以后
被杀害。
至今仍矗立于虎丘山旁的“五人墓”，反映出此地人民的正义感和反抗力量。
以上这一切，对于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先祖中有一位锋芒毕露的杰出人物松交公，当顺治皇帝初次举行会试时他考中举人，历任浙江
山阴知县、山西灵寿知县、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诸职，由平民步入仕宦之途。
他与几个儿子刻印书文、建造花园，家中充溢着文风豪气，乃至康熙皇帝下江南时，风闻及此，遂誉
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可谓盛极一时。
但到了乾隆末年，松交公的曾孙列圃公在甘肃洮州同知任上行将告老还乡之际，突遭布政使王宜望监
赈案的牵连，祸从天降，竞被充军黑龙江，遂客死他乡。
家中被抄，其遗眷迁居宝树园，即悬桥巷顾家花园，此为松交公之弟大来公的遗产。
经此家破人亡的惨祸之后，先生的直系祖先便中断了仕宦之途，家道中衰，由富宦之家又降为平民，
世代居住于悬桥巷里。
先生的嗣祖父仞之公及本生祖父廉军公兄弟二人均是秀才，为重整家业，仞之公开药店，廉军公做幕
僚，经过他们的惨淡经营，家境渐至小康。
廉军公生二子，长子子虬公是先生的父亲，而仞之公无嗣，子虬公就嗣了过去。
子虬公是秀才，又考取优贡，因仞之公不幸早逝，他便以教书维持家用。
以后清政府重兴京师大学堂(即现今北京大学前身)，子虬公素有才名乃被江苏省考送，学于师范馆，
然而因家用乏绝不得不辍学，为此他极其遗憾，发愿道：“我虽不能在大学堂毕业，但一定要我儿子
在这里毕业！
”后来子虬公经殿试做了安徽候补知县，不久因辛亥革命打断了仕宦之途，又任杭州仁和场盐运署科
长，直至1936年方告老退休；这样有了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先生的求学生涯才得到起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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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
对于上古历史和传说的认识，哪怕只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都是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
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协同作战的结果。
因此，只有摒却学科和家派的偏见，学术研究才能健康深入地发展。
顾颉刚先生是20世纪之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学者，而现在已到了20世纪之末。
对于这位本世纪中国重要历史流派的代表人物，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学术遗产的意义，不仅有助于认识
他本人，而且对于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写这本评传时，努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第一手的材料说明先生当初受到的社会教育
、师友启发，尽量真实地反映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时代背景。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先生的工作偏重于破坏，而对古史的建设不够。
本书努力澄清这种看法，以他深入考辨古史传说的事实，特别是晚年对《尚书·大诰》所作的宏大的
考证工作，说明他对建设真古史的贡献。
本书利用了先生大量的日记、笔记、书信以及他人众多的评论，旨在更客观地反映他的学格与人格，
对他的学术思想作出更恰当的评价。
我们是顾颉刚先生的女儿，与父亲的年龄相差50余岁，这就使得我们以前对他的学问十分隔膜，对他
的学术活动十分陌生。
在父亲去世之后，我们二人先后参加了他的遗著的整理工作。
顾潮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日记、信件、文章，写成《顾颉刚年谱》，顾洪整理编辑了400多万字的《读书
笔记》。
可以说，这10余年来，我们对他一生为学术事业献身的精神以及他在研究方面的努力有了比较全面、
深入的了解，积累了许多感性认识的素材。
感谢钱宏先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逼”着我们集中思考，把许多零碎的认识串联起来，再系统化，
写成这本评传。
应该说，这本书既是我们对过去一阶段工作的总结，是认识的升华，也是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从今年3月钱宏向我们约稿，到8月初脱稿，前后不到半年时间。
以我们的水平和功力，这部“急就章”肯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先生学术思
想、成就和局限，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如果这本小书对有志于研究顾颉刚的人们能够起到一点按图索骥的作用，那么，我们愿与你们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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