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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六論》

作者简介

张西堂(1901~1960)本名张正，字西堂，大学毕业后以字行。祖籍湖北汉川，生于湖北武昌。早年曾考
入北京清华学堂，因病辍学。1919年复考入山西大学国文科。在校期间即开始学术研究，主攻朴学(研
究群经诸子之学)。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了胡适《中国哲学史纲》的不少史料及观点错 误，在
校内外引起轰动，时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1923年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太原三晋高级中学、新民中
学、斌业中学任教。1926年秋到北京，先后任孔教大学、河北大学、中国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学
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以对中国传统古史观进行怀疑与批判为主要特征的疑古
学派或称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钱玄同、顾颉刚等著名学者， 并很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顾颉刚计
划编一套“辨伪丛书”，特意请张撰写了《唐人辨伪集语》。尤显其造诣的，是他在这一时期根据自
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完成的学术专著《春秋六论》 和《榖梁真伪考》 。这两部著作和他的一批有独到
见解的论文，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1931年8月到1934年7月，经顾颉刚介绍推荐，张赴武昌国立武汉大学和河南大学任教。1934年8月回到
北平，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并参加了《中华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为了
给不断壮大的“古史辨”队伍提供一个发表自己学术观点的阵地，同时积累他们在辨析中国传统古史
方面的优秀成果，顾颉刚从20世纪20年代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古史辨》的不定期丛刊。这套曾经影
响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丛刊第四、第五、第六册中，就收录了张西堂的五篇文章。其中，
刊于第五册的《左氏春秋考证·序》是最能体现张西堂疑古观点的文章之一。《左氏春秋考证》是清
代今文经学派人物刘逢禄的著作。他指出《左传》乃西汉刘歆的伪作，不
是春秋时左丘明的作品，率先对《左传》的产生年代和性质等提出怀疑。这一观点受到康有为、梁启
超等人的赞扬与肯定。顾颉刚欲将历代辨伪的重要著作纳入他的“辨伪丛书”重新出版，自然少不了
这部《左氏春秋考证》。而为《左氏春秋考证》重新出版的作序人，顾颉刚则选中了深谙经学和诸子
学的张西堂。张不负所托，他在对《左传》作了进一步考证之后，在《序》中首先肯定了刘逢禄的基
本观点，认为《左传》确系后出，为刘歆伪作，并赞扬《左氏春秋考证》是在继承前人考订基础上的
最有成绩的一部辨伪作品。《序》文同时也指出刘著的不彻底处，在《序》文中用了相当篇幅对《左
传》作了新的辨伪，并认为对《左传》的辨伪，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适的《史书探源》问
世，才最终成为定论。由于这篇《序》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缜密，受到史学界的普遍赞扬，顾
颉刚又约其撰文，为《古史辨》的第六册作序。
张西堂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中，还结识了吴承仕、黄松龄、谭丕谟、吕振羽、黎锦熙等一批信仰唯
物史观的学者，并与他们结为至交好友。在他们的影响下，张逐渐接受了唯物主义观点，并尝试着用
它来观察、审视中国历史。发表在《北平师范大学学报》上的《诗三百篇之诗与乐之关系》和发表在
《中央研究院集刊》上的《荀子真伪考》等文，就体现了这种观点。在潜心治学的同时，张还关心政
治时事，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内弟黄诚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先后任清华大学救国会主席、
北平学联主席和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是“一二·九”运动中著名的学生领袖。张对黄十分关心，
在学校里也做了不少配合、支持学生爱国活动的实际工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张辗转到广西梧州，任广东襄勤大学教授，后又到贵阳任贵州大学中文
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曾一度在四川江津国立编译馆工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仍坚持学术著述，
曾计划写一部120万字的《经学史纲》，以系统总结中国的传统学术--经学的发展演变历史。可惜由于
时局和健康的原因，此书只撰写了不足二分之一而没有完成。1944年8月，张应老友高亨之邀，来到陕
西省城固县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并曾一度兼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系主任。从此，他落
脚于陕西，在西北大学工作直到逝世。
张在西北大学任教时，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得教师和学生的敬重。1946年春夏之
间，西北大学发生学潮，学生特请他为调解人；中文系冯岭安等四位学生因受他讲课的影响，奔赴延
安参加革命。其间，张在学术研究方面又获得新的成果，他所撰写的学术专著《颜习斋学谱》获教育
部1946年～1947年度学术奖励哲学类二等奖。他任中文系系主任时，十分重视中文系的教师队伍建设
，亲自聘请了傅庚生、刘持生等著名教授到西北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张虽身体多病，但仍坚持
任教，笔耕不辍。1957年和1959年，他最后的两部学术专著《诗经六论》和《尚书引论》分别由中华
书局及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一生治学严谨，著作甚丰。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除文中提到的外，还有《王船山学谱》《荀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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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考》 《公孙龙子研究》 《周秦诸子论丛》《孙卿子考证》《汉晋传经表》《目录学四种》《〈文
心雕龙〉笔记》等共20部；未出版的有《经学史纲》《学术思想论集》《诗经选注》等。他逝世后，
他的几部专著，如《唐人辨伪考》《王船山学谱》《尚书引论》《颜习斋学谱》《荀子真伪考》《榖
梁真伪考》等，均在港、台出版并多次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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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用的是阶级观点，但是利于了解诗经学的概况。
2、本科毕业论文再见了吧，早该再见了
3、诗为乐歌、民歌说。

Page 4



《詩經六論》

精彩书评

1、张西堂《诗经六论》，民国一位二流的经学家（这种二流，是相对章黄廖皮等大师级人物而言）
写的六篇关于《诗经》的论文。前三篇——《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的艺术表现》——完全可以不看，皆是时代之产物。无非用文学、神话等观念来把《诗经》进
行分类解读。五十年前的这些文章告诉我们，一个学者趋新，哪怕是一个牛人真诚的趋新，也有写出
后人认为是垃圾的东西。慎之又慎啊。本书后面几篇讨论诗序、删诗等问题的文章还是值得一看的，
因为讨论的仍然是一些经学的问题，但是下笔却似乎少了些力度。

Page 5



《詩經六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