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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术导论》

内容概要

《近代学术导论》是朱维铮先生生前最后一本授权出版的个人著作，也是作者治中国学术文化史多年
来的总结。《近代学术导论》既探讨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多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也涉及以往学界
关注较少的某些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勾勒出近代学术文化变迁的发展脉络，深刻剖析近
代学术嬗变背后的种种动力。作者视野宏阔，分析细腻，不仅能于他人习见之处发前人所未发，且在
突破旧说的同时，以其犀利的分析引导读者对近代学术思想的变化进行反思，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对
历史的关怀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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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两日读毕。从这本书开始对朱维铮先生大为改观，一扫此前读中国经学史大纲的印象。之前认为
周和朱一对师徒对于经学史的研究太过政治化太过蔑视，但后来才发觉所谓探求经学在历史中的进程
这种研究方法是比较贴切的，对我来说黄金三代和所谓士大夫理想人格的毒都解了。这书本是作者为
所编选丛书的单本写的序言，自是杂乱，也不用为作者张目说什么自有内在理路的鬼话，但朱先生的
思维方法相当值得学习，李天纲说他是以古代史的眼光看近代史，以考据学的方法作思想史，我补充
一些，一是绝不迷信权威，将其放置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二则对于经学的一点感悟，其实也和前
一点相映衬，就是把学和术分开来看，学是学问，术是政术，历代大略逃不过这两点。朱先生文笔很
好，兴到情处，嘲讽意味很浓，读起来颇为过瘾，除了名字有些大而无当，出版社的锅，无损也。。
2、朱维铮这部书，其实是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导语的合集，当然也包括为蓬莱阁丛书中《清代学术史
论》所撰写的导言，在这部书中对于晚清民国以来的重要学者和著作都进行了逐一的点评。文章文采
和学识俱佳，对于康有为多有贬词，可见其受章太炎影响颇深，而与其师周予同颇有距离。
3、| 鹿鸣书店－上海书展
4、朱维铮先生文笔甚好，爱憎分明，读起来欲罢不能。只是对康有为评价过低，有待进一步去看看
康有为的著作。
5、論文彙編，沒有個系統，不是導論，是雜論。
6、《晚清学术史论》的改版。李天纲在导论说朱维铮治学两大特色：以古代史眼光治近代史，以考
据学的方法做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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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昨日读到廖平，看到蒙文通对于廖平和刘师培的回忆，提到二人对于清代经学的批评。廖师屡曰
：“两《经解》卷帙虽繁，但皆《五礼通考》、《经籍纂诂》之子孙耳。”又言清代各经新疏及在江
南见某氏未刻之某经正义稿，大要不能脱小学家窠臼。刘师则真谓“清代汉学未必即以汉儒治经之法
治汉儒所冶之经。”又言“前世为类书者《御览》《类聚》之类，散群书之于各类书之中，清世为义
疏者正义之类，又散各类书于经句之下。”近年关注晚清民国经学，自章学诚至公羊学，今古文之争
，这些都是晚清经学发展的历程，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公羊学与晚清改革运动有着微妙的联
系。这一点已经被学界所关注，但是我想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说清楚。比如，虽然有阮元等人提倡汉学
，但钻书堆之人，往往缺乏应变之才。在鸦片战争与洪杨之乱中，江南人才之匮乏最为明显，曾国藩
幕府之中多三湘之士大夫，江南虽有文才，却乏致用之士。故扬州主张汉学，常州则擅长公羊学，虽
说是学术发展的结果，也不能说没有时代的影响。在康有为以公羊学主持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以经学
来推动社会改良的道路似乎已经到了尽头，虽然康有为梁启超仍然在海外鼓吹君主共和，但是人们似
乎更加贴近于革命。当时，章太炎已经开始运用《春秋》中尊王攘夷之说来鼓吹革命了，而作为扬州
学派殿军的刘师培，同样接受了晚清反满革命的影响，通过家传《左传》运用于革命宣传。这种运用
经学鼓吹革命的倾向，已经超越了今古文斗争的范畴。可以说，古文经并非鼓吹革命，但是今文经也
并非适于改良。但是，晚清经学致用的风气，已经超越了原来仅仅关注文献，不关注现实的状态。钱
穆将关注政治的风气归结为公羊学，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开启了这个先河。但是，考察晚清学术
与政治，就会发现关注政治并非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家也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从这个角度上，我
们只能说晚清古文经当然在学理上与今文经有所差异，但是在关注政治问题上，与今文经并无本质差
异，更有甚者古文经学家似乎并没有今文经学家改良的目标，所谓反满革命只能从《春秋》中寻找尊
王攘夷的资源，却找不到革命的最终目标。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既不满于孙中山，又不满于袁世凯
，那么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究竟在政体建设上提供了怎么样的方案呢？在反满革命中，刘师培已
经放弃了革命立场，采取更加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古文经中又何尝讲求无政府主义，反而是老庄学派
则不免有这种说法。不过，这也说明古文经并没有具体的政治理想却是明摆的。他们固然可以批评康
有为的政治理想，但是古文经又提供不了明确的政治理想，反而附着在今文经批评上来建立自己的立
场，怪不得钱穆认为古文经反而不及今文经具有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晚清时期的经学已经不再与
乾嘉时期的经学有任何类似之处了，除了排除时代背景的学术史才会将晚清经学与乾嘉经学做比附，
否则康有为、章太炎和刘师培已经完全超越清代以文献学研究经典的范畴。他们更加讲求经学致用，
或者用于政治改良，或者用于革命，但是我们必须说这种致用有着天然的不足。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晚
清经学的缺陷。康有为运用经学改革，其来自于西方政治的挑战，中国在面对挑战中开始向西方学习
。康有为采取的方式，是将西方政体与三代政治相比附，从而用复古来促进改良。这种将现代性与经
学相混合的方式，固然是一种改革的策略，但是影响却很大，后果也很坏。在改良失败之后，康有为
的弟子梁启超开始大肆批评中国传统政治，其标准已经明显为西方政治标准。康有为用来隐藏在经学
背后的现代政治，已经被梁启超作为公开宣讲的对象。同时，章太炎也在批评康有为以经学进行改良
，但他却选择用经学来鼓吹革命，这又岂是古文经的正宗，不过是在政治上不满康有为的道路，在学
术上与康有为立异而已。刘师培不仅已经放弃了经学的立场，径直选择无政府主义作为鼓吹革命的对
象，这样不仅不会建立起新的政体，而且会反对古今一切政治体制。可以说，康有为、章太炎和刘师
培已经完全陷入了现代性的泥潭，而他们言说的方式仍旧借用传统的经学而已。我们今天研究晚清到
民国的经学发展，就会发现经学的衰败，其实就是中国政治理想的衰败，当我们放弃了中国古典政治
传统，放弃了三代理想之后，无论采取哪种诠释道路，无论是今文经的改良，还是古文经的革命，到
最后的目标都是放弃传统政治。因此，辛亥革命建立了经学中从未出现的共和制，就已经暗示了传统
政治的消亡，经学的自我瓦解。有些人说，康有为、章太炎和刘师培晚年都选择回归儒学，放弃年轻
时以经学参与政治活动，恰恰是他们突然发现他们赖以讲求现代性的经学，已经被他们的政治活动瓦
解了。他们如果想要重建学术地位，就必须回到他们曾经反对的传统文化与政治之中，所以才出现了
辛亥革命后三位学者的保守主义转向。那么，他们这种经学与现代性的纠结，对于我们应该有哪些启
示呢？可以说，他们提出用现代性重新解释经学的道路，为民国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的借鉴；其
次，人们对于经学的认知，被他们的政治活动所迷惑，形成了经学与政治的紧张；最后，今天如果我
们重新思考古今学术的发展，就必须反思现代性与中国学术的关系，如果选择现代性作为本，经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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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那么就是康有为及新儒家的道路，反过来如果回到中国学术本位，就必须正视近代以来经学中现
代性的成分，从而重新思考经学对于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否则，就无法真正回到古典文化之中。
2、原刊《南风窗》2013年第18期谈及“近代”，正如这一暧昧的语汇本身，其历史意义也是暧昧意味
十足：前有漫长亦可骄傲的“古代”，后有仿佛开天辟地一般的“现代”，“近代”俨然可有可无的
铺垫，向来多被略去。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近代”，何来“现代”？显然，对于
许多读者而言，走出“古代”阴影或“现代”神话， 阅读“近代”便尤为必要。但到底该如何阅读“
近代”，海内外第一流文史学者一致认为，须从阅读经典（或曰“原典”）开始。不过，现代读者由
于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障碍，直接阅读经典颇有几分困难，总得多多少少读一点入门书，打下一点基础
，带着被前书所刺激出的阅读兴趣，才可以较不费力地摸进经典之门。已故的朱维铮先生素以精研中
国学术思想享誉学林，其《近代学术导论》正足以担当这一光荣的使命，不使他书专美于前。全书以
近代学术经典为干，而一书一论，举凡今古文经学之变、汉学与宋学之冲突与调和、西学东渐与中西
交通等近代学术思想史的关键题目，无一遗漏。所涉人物如江藩、王韬、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
章太炎、刘师培等，俱为其间的代表人物。藉着对经典、人物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的把握，朱先生重审
近代学术的暧昧，得出一番严密而可信的解释，在见解上超出前人、时人的地方，所在多见。以方东
树的《汉学商兑》为例，因其罔顾事实、借题发挥，甫一面世便引发争议，引为同调者主要是其师友
门徒，今之“亲友团”也。然而，朱先生访求发现，从同治末到光绪中，30年间此书一印再印，竟然
印过至少5种以上的版本，是不折不扣的流行读物。那么，莫非等到此时，其学术价值才能被人看清
楚？可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此书再一次淡出读者视线，这又是什么缘故？原来，“由于方东树的堂
弟方宗诚和另一名学生戴钧衡，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均入曾国藩府，方宗诚还相继获得讲理学的吴廷
栋、倭仁等赏识，并在曾国藩以后入主李鸿章幕府，因而得以借助权力刊行方东树的遗著；倭仁因得
慈禧太后宠信而任同治帝的师傅，便以《汉学商兑》等作为课本；于是此书便被习八股的士人视作敲
门砖而大行于世”。《汉学商兑》的起起伏伏，具体而微地折射出汉学与宋学的冲突。但这一例子还
启发我们今天再认识近代学术思想变迁，不能只停留于学说思想的交锋层面的追踪，而忽视了它与出
版、教育、政治等要素的复杂纠葛。我们佩服朱先生持论之透辟，追根溯源，其实是他能够将观点、
材料与专门的研究方法配合，以致相得益彰。然而，我必须指出，这只是全书所收《汉学与反汉学》
里的一个小小注脚，从正文到注释，类似的发现实在举不胜举。学术史研究要求“考镜源流、辨章学
术”，《近代学术导论》没有止步于此。在识其大体，察其所由与所终，清晰地描绘近代这一段暧昧
的学术思想轮廓的前提之下，全书所涉人物之生平、交游及仕宦经历中若干疑点，其著述之发凡、流
布及诸家评价之异同，朱先生皆能洞烛幽微，考证精审，几成不易之论。按照现在的风气，这本满是
“干货”的书是可以改成几十上百篇论文，做成一套丛书的。我们知道，一部上佳之作，除了在内容
上给人以极大的满足，就是在方法、规范、文体上也颇值得注意。《近代学术导论》中，著者平视研
究对象，不迷信任一权威或旧说，而辨正前人、时人、海外学人之误，这本是治学的基本规范，可惜
的是，却只有一流学者方能躬行不辍；至于其文字的孔武有力，且能够激动人心，在当代学林洵属不
易，但如果我们知道他那特立独行的一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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