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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

前言

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出生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逝世于抗日战争发
生之前，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写
了大量政论文章和学术专著。因此，系统搜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加以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对他
一生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的了解；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探讨，也将有所帮助。    由于近代中国
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或者拉车向前，或者逆流而动。正确评价
历史人物，就要看他的实践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加以科学的剖
析。面临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旧中国，章太炎曾经由赞助维新到投身革命，也曾经
由“拉车向前的好身手”到“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从而对他先前所发表的论著有所增衍、修饰、
改易、删削。1914年，章太炎手定《章氏丛书》，把先前登在期刊上的战斗的文章每多刊落；《尴书
》的改编为《检论》，也反映了章太炎思想递变的迹象。    早在章太炎同情维新变法时编集的《尴书
》，收录有《客帝》、《分镇》等篇，他自己说当时他写这些文章是与“尊清者游，饰苟且之心”。
到了义和团运动以后，始作“匡谬”；1902年，重为“删革”，编作《尴书》“前录”，成为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之一。他的始撰、改订以至删削，都留下了章太炎在急遽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的
思想烙印。而这种事例，几乎数见不鲜。那么，为着“知人论世”，爬梳佚文，雠校异同，系年辑录
，就显得很有必要。    其实，这种情况，不但章太炎如此，其他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有类似情况：康有
为在1884年始撰《人类公理》，1901至1902年间写成《大同书》，他的“大同学说”，就跟随其思想
变化而大相径庭。谭嗣同的《仁学》，在《清议报》和《亚东时报》分别发表时，编次、内容都有不
同，说明它们不是同源①。唐才常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后，在他改订的论文中，也增列了“儒
教真派，厄于刘歆”等命题②。可见，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应该探源比勘，把问题提到一定
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历史的评价。    《章太炎年谱长编》，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
编纂整理的，试图为研究章太炎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但是，要编好像章太炎这
样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年谱》，却又并不简单。首先，必须网罗遗文，广事搜辑，鉴定版本
，反复推敲。其次，又要把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厘订先后，考索同异。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近代社会
的发展来看章太炎是怎样开展政治活动和不断撰文的。基于他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大都有
针对性，而结集时则经过磨勘。为此，我曾翻阅了四十年的报纸和一百多种期刊，也注意到各种手稿
、抄件以至不同版本的搜集。在1961年编校《章太炎政论选集》时，基本上写出了本书的草稿。此后
，陆续修改了三次。1977年又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作了较大的修改。    感谢各方面的帮助，使本
书卒底于成。如果说本书对学术界还能起砖瓦之用的话，应该归功于同志们的关怀和支持！    汤志钧  
 197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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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

内容概要

《章太炎年谱长编》共70余万字，出版于1979年，至今已有三十余年，至今已坊间难求。
《长编》按不同历史时期，结合章太炎的思想活动，分五卷：1868年—1894年为第一卷，1895年—1905
年为第二卷，1906年—1911年为第三卷，1912年—1918年为第三卷，1919—1936年为第五卷。每一卷之
前附按语，说明这一时期的国内形势和章氏的思想活动。基本上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全面记述
章太炎的政治、学术活动。
作者依据近年出版的各种相关文献，增订了约40万字，仍按《长编》的编次和时序，分为五卷。统一
排在《长编》之后，为了便于读者检核，该部分内容单独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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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

书籍目录

《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说明序编辑说明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一说明清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一岁同治
八年己巳(1869年)二岁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三岁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四岁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五
岁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六岁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七岁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八岁光绪二年丙
子(1876年)九岁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十岁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十一岁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十二岁光
绪六年庚辰(1880年)十三岁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十四岁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十五岁光绪九年癸
未(1883年)十六岁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十七岁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十八岁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
十九岁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二十岁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二十一岁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二十
二岁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二十三岁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二十四岁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二十
五岁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二十六岁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二十七岁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二说明光绪
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二十八岁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二十九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三十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三十一岁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三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三
十三岁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三十四岁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三十五岁光绪二十九年癸
卯(1903年)三十六岁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三十七岁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三十八岁章太炎年谱
长编卷三说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三十九岁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四十岁光绪三十四年戊
申(1908年)四十一岁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四十二岁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四十三岁宣统三年辛亥(1911
年)四十四岁章太炎年谱长编卷四说明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四十五岁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四十六
岁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四十七岁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八岁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九岁1917
年(民国六年丁巳)五十岁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五十一岁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五说明1919年(民国八年己
未)五十二岁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五十三岁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五十四岁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五
十五岁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五十六岁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七岁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五
十八岁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五十九岁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六十岁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六十
一岁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六十二岁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六十三岁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六十
四岁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六十五岁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六十六岁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
戌)六十七岁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六十八岁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九岁《章太炎年谱长
编补编》序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卷一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十七岁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二十四岁光
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二十五岁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二十六岁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卷二光绪二十一
年乙未(1895年)二十八岁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二十九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三十岁光绪二
十四年戊戌(1898年)三十一岁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三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三十三岁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三十四岁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三十五岁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三
十六岁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三十七岁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三十八岁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卷三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三十九岁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四十岁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四十
一岁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四十二岁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四十三岁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四十四岁章
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卷四1912年(民国元年壬午)四十五岁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四十六岁1914年(民国三
年甲寅)四十七岁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八岁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九岁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
五十岁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五十一岁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卷五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五十二岁1920
年(民国九年庚申)五十三岁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五十四岁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五十五岁1923年(民
国十二年癸亥)五十六岁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七岁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五十八岁1926年(民
国十五年丙寅)五十九岁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六十岁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六十一岁1929年(民国
十八年己巳)六十二岁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六十三岁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六十四岁1932年(民国
二十一年壬申)六十五岁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六十六岁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六十七岁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六十八岁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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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

章节摘录

五月十五日(7月6日)，与宋教仁晤。宋教仁《我之历史》本日记：“三时，至新宿孙少甫寓，晤章枚
叔，枚叔于前月出沪狱，特来掌理《民报》者，与余一见面时，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之法，询
余以日本现出之哲学书以何为最？余以素未研究，不知门径对之，盖孤负其意不小矣。复谈良久。”(
庚申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石印本，1905年后记事用阳历，以黄帝纪元，本年系“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四
年”，下同，见第四，第七叶上。)    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是日至者二千
人，时方雨，款门者众，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无惰容”。(民意：《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
先生事》，见《民报》第六号。)章氏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首谓：“兄弟
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
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
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
拾进来，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颠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
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颠，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    “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着
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馀偶然来往的，总是觉
得中山奇怪，要来看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暗想我这疯颠的希望，毕竟是难遂的了，就想
披起袈裟，做个和尚，不与那学界政界的人再通问讯。不料监禁三年以后，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
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才晓得人心进化，是实有的。以前排满复汉的心肠，也是人人都有，不
过潜在胸中，到今日才得发现。⋯⋯只是兄弟今日还有一件要说的事，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
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馀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
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
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
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
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
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
，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
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
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
里头，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甚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    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章氏
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
国的热肠。”    “先说宗教”，“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
逐满复汉。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
岂不应该攘逐？⋯⋯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
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    “次说国粹。
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
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
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
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
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
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
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最后
谓：“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
六号)。    “此演说录，洋洋洒洒长六千言，是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
号，而《太炎文录》中未见收入。”(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二十五期。)   
P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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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

编辑推荐

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出生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逝世于抗日战争发
生之前，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写
了大量政论文章和学术专著。汤志钧编写的这本《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下)》系统搜集了章太炎
各该时期的论著，并加以分析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的了解；对中国近
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探讨，也将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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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

精彩短评

1、错字不少，反派的话都用“说什么⋯⋯”开头，立场真不含糊。
2、　书中可叹的遗憾也有，亦举一例。原书出版不久，作者就辑新见章氏在台活动资料，以《〈章
太炎年谱长编〉补》为题登载于《文史》十八辑。而1984年出版的《文史》　二十三辑刊出了裘锡圭
先生署名小丙的　《〈章太炎年谱长编补〉引文标点琐议》，提出二十条校订意见。且不论疑讹者，
即百分之百的确误，增订本竟一概未予理会。如“党锢祸起，同志婴戮，仓皇南走，负绁沪尾，甫解
维进其里，父老与语民气之刚柔”云云，裘文指出“甫解维”下应标点为“甫解维，进其里父老，与
语民气之刚柔”。又“三十年以来，肃顺诛是应。囚至今日，则谭嗣同等六人又以齮龁荣禄至同日伏
尸市曹，康有为虽脱，亦几几不得自免”云云，裘文指出肃顺以下应标点为“肃顺诛，昰应囚，至今
日则谭嗣同⋯⋯”上文谓慈禧太后“始听政则有肃顺之狱，将反政则有朝鲜大院君之狱，复出训政则
有康有为谭嗣同之狱”，此文与之相应，“昰应”乃是朝鲜大院君之名（此大院君即李昰应）。又“
知旧堤之必败，而弁其堤者不可以保其陇亩；知北方之必不能与俄争，而弁其北方者亦不可以守其南
部”云云，已经完全不知所云，裘文指出两个“弁”字都是“弃”字之误（“弃”是见于《说文》的
古文，跟一般的简化字不同，故章氏用之），应标点为“知旧堤之必败而弃其堤者，不可以保其陇亩
；知北方之必不能与俄争而弃其北方者，亦不可以守其南部”。三十年前的作者甫届花甲，寻觅文献
如此不遗余力，却对在同一刊物上订正己作的文章这样视而不见，实在匪夷所思。而今天的出版者对
旗下名刊上文章这样失之眉睫，也有点可惜了。
3、治左传必读。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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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

章节试读

1、《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的笔记-第90页

        引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教育会成立之日，蔡孓民被举为会长⋯⋯三四年级之国文
教员为章炳麟⋯⋯为人译妖怪学讲义⋯⋯今通行的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的绪论部分译文署在蔡元
培名下。然观此引文，似未必如此。昔年曾读过该书，觉得译文辞彩纵横，颇有当涂典午的玄论作风
，未必是蔡氏所能为。下属为上司译书或许例当如此。不过当年的文士似乎并不如何看重自己译作的
版权，无论章蔡、也丝毫没有想宣扬自己作为译者的功劳，倒是与今日的不同之处了。可见百年来的
世变抑或是一种进步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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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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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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