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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顾炎武《日知录》研究——为纪念顾炎武诞生350周年而作
附录二
论顾炎武两大代表著作中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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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俪生，生于1917年，去世于2007年，山东安丘人。著名历史学家，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1934年入
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七七事变”后，在山西投身
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至1947年在陕西扶轮中学、雍兴高级工业学校等校任教。后任河南大学副教授
。建国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教授，甘肃省史学会第一届副会长。著有《文史
学的新探索》、《中国农民战争论文集》、《寄陇居论文集》、《中国土地制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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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
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
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日，下学而上达①。　　【注释】　　①《史记》卷47《孔子世家》
，&ldquo;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日，可以益矣。孔子日，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有间，日，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日，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日，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
日，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日，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日，丘得其为人，黯然
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日，师盖云文王操
也。&rdquo;（中华书局标点本，页1925，以下简称&ldquo;中华本&rdquo;）而清人崔述（东壁）疑此
为后人伪托之说。　　【讲解】　　这是顾炎武认识论之最简明扼要的一次表达。他借用《史记》中
孔子的一段故事。故事说，孔子在跟鲁国击磬乐师师襄子学习鼓琴过程中所遭历的几个阶段。先学到
了曲谱，但未学到节奏；学到了节奏，但还奏不出气氛。最后，孔子进入了一个神秘主义的境界，他
看到一个黑黑的高个子的人，眼睛迷迷茫茫地向前望着。师襄子说，那就是乐曲中传写的人物周文王
、呀。顾炎武借这段故事，讲他自己的朴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上
升。他说，&ldquo;器&rdquo;（物体，放大一点就是物质）是形而下的，&ldquo;道&rdquo;（概念、哲
学、抽象、认识）是形而上的。没有底下的，上边的就安放不住。所以学习，要从底下一步步地向上
，像学习鼓琴一样，先熟悉乐谱，再练习节奏，最后才能奏出气氛。顾炎武一生一直奉行他自己的这
一信条：&ldquo;下学而上达。&rdquo;但这一信条。又不可绝对化；绝对化了，就会排斥理性认识对
感性认识的反作用。作用和反作用，总是统一着的，不能片面。顾的好朋友张尔歧（稷若）和李颐（
二曲）就曾对他提出不能片面绝对化的一些辩论。　　言私其豵　　&ldquo;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rdquo;①，先公而后私也。&ldquo;言私其豵，献猾于公&rdquo;，②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③，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
。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
日，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④，室人之谪⑤，又所以恤其私
也。此义不明冬冬。世之君子必日，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　　【注释】　
　①见《诗．小雅．甫田之什．大田》篇二章。　　②见《诗?豳风?七月》篇四章。豵（z6ng）：小
豕（猪）。豜（jian）：三岁大猪。　　③见《礼记?礼运》篇。　　④见《诗．小雅?鹿鸣之什?四牡
》篇五章有&ldquo;将母来谂&rdquo;句。　　⑤《诗?国风?邶风?北门》篇二章及三章有&ldquo;室人交
偏谪我&rdquo;句。　　【讲解】　　马克思主义，着重地讲公有制和私有制，也就是人们财产所有的
归属。顾炎武距离这些较远，但他也从他的时代和认识角度去谈&ldquo;公&rdquo;和&ldquo;私&rdquo;
。必须事先讲明，顾所说的&ldquo;公&rdquo;和&ldquo;私&rdquo;，有其模糊之处。他讲的&ldquo;
私&rdquo;，大体就是私有制。他讲的&ldquo;公&rdquo;，却不一定是指原始公有制，而是讲的阶级社
会产生以后的由贵族统治的国家，但他在这里还是讲出了一点东西。他说，人们讲&ldquo;以公灭
私&rdquo;，讲&ldquo;有公无私&rdquo;，这些话，要么是&ldquo;当官之训&rdquo;，要么是&ldquo;后
代之美言&rdquo;，也就是说，是口号标语。实际上，不能把阶级国家的&ldquo;公&rdquo;太绝对化了
，一点&ldquo;私&rdquo;也不照顾，让人民无休止地去服徭役（如《四牡》）、无休止地去办公（如
《北门》）。顾炎武提出，对&ldquo;私&rdquo;要&ldquo;恤&rdquo;　（照顾）；可是他又说
，&ldquo;此义不明久矣&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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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那些因为做作业而匆匆翻过的书们# 序言和兩篇附錄有價值。想了解顧炎武的生平和著述的概況
與特點的可參看。正文部分很浅白，没多大意思。
2、对《日知录》做了很有见地的介绍。
3、0812，借于学校图书馆
4、没能读完的书，图书馆借的，广交会就那样将时间夺走了。顾炎武先生的笔记，写起来平实，说
起来有理。
5、了解《日知录》、了解顾炎武不可多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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