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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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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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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廖平评传》内容简介：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原名登廷，后改名平，字季平，先后自
号四译、五译、六译先生，清末与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廖平评传》透过廖平一生学经六变的内在
逻辑，详尽的论述了廖平经不学六变是如何由史到论，其论又如何以现实向空幻堕落的变化过程，揭
示了廖平经学所体现的中国经学在近代终结的历史必然性，阐明廖平经学多变与怪诞的原因所在，得
出了廖平经学的价值在史不在论的基本结论。此书代表目前国内外廖平研究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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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开国，1952年生，籍贯四川，男，汉族。197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1980年以优异成绩被中国
社会科学院录取为助理研究员，1997年由中级职称晋升为研究员。著有《廖平评传》等，主编《经学
辞典》。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孔子研究》等海内外四十余家学术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70余篇。主攻两汉哲学、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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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明代初年(洪武二年)，居住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七里村李子坝的廖万仕一家，从湖北迁徙
四川，卜居于井研县境东的观音堂坝。后来，又移至廖家咀，继改居青阳乡的盐井湾。清咸丰二
年(1852年)二月初九，一代经学大师廖平就诞生在这里。从明代初年到廖平这一辈，廖氏家族在井研
已延续了十九代。近五百年间，廖氏家族都以农为业，吃苦耐劳，虽无官宦文人产生，却人丁兴旺，
以至在青阳乡有“廖半乡”之号，为井研县世族之一。井研是四川省南部的一个偏僻小县。盐井湾是
位于县东北方三十里的一个山乡，旧名苦茨溪。据光绪年问所修县志记载，光绪时这个乡场上总计才
七十余户人家，只有短短一条小街。一出街口，就是茅草丛生的荒地。乡场四周环山，山上草木稀疏
，加上严重缺水，给人一派荒凉之感。这是一个闭塞、贫穷、落后的地方。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僻
陋的角落，能诞生一位在中国近代学术上有极大影响的经学大师。廖平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第四。
父亲名叫廖复槐，早年家境特别贫困，曾一度为人放牛、做短工。但廖复槐很能吃苦，人又通达，是
当地最有经济头脑的人。因而，在廖平出生前几年，就已开设了一个磨房和糖果店，不久又增设了一
个茶店，从单纯的务农，变为以小工商为主，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廖氏家庭的这一
转变，对产生出廖平这样一位经学大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这一转变，廖平就会像绝大多数农家
子弟一样，被终身束缚在土地上，永无成材之日。有了这一转变，才为廖平读书学习提供了起码的经
济保证，也才使他的家庭对廖平的读书学习能有一个通达的观念。廖复槐虽然没有文化，但传统文化
的熏陶却很深。他是一个很讲孝道的人，对双亲奉养极敬；他弟兄四人，父亲去世后，却一个人负担
全部丧葬费用。他又好善助人，布施贫困，常出面主持保节、恤孤、义冢一类地方慈善活动，深受乡
人信赖、尊敬。光绪《井研县志》说，他又“夙性礼神，每伏腊家忌日，灌奠斋沐，哀礼曲至，乡人
至今以为式。”父亲的许多品格都给廖平以影响，在后来廖平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他父亲品格的痕迹
。现代教育学证明，父母是后代最早的启蒙老师，也是对孩子早期发展有直接重大影响的人。除了父
亲，廖平的母亲也是对他后来成长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廖平的母亲名叫雷贞慈，是井研县千佛乡人。
千佛寺场在县南二十里，是一个与井盐湾大小差不多的小乡场。雷家以农为生，养成了廖平母亲勤劳
朴实的品格。作为一个母亲，她是一个温和善良的慈母；又是人子的好老师。她的许多优良品质，尤
其是明辨是非，认定的事总要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给廖平影响极深。廖平治学，自认为对的，不顾
包括恩师在内的世人反对，也要勇于坚持，正是他母亲这种品质的体现。廖平在早年求学中，母亲给
了他极大的帮助。为给廖平提供学费，他母亲常常纺线至三更，一个晚上纺一斤多棉纱；冬天，又熬
更受夜制作布鞋，然后将卖得的钱付给师塾先生。在生活上，他母亲也很关怀廖平。平日，家中经常
吃的是红苕稀饭，包米糊糊，很难吃上一次肉。每逢吃肉或偶有好吃的，他母亲总是自己不吃，也要
给廖平留着。母亲的支持、关怀，对廖平的学习是一个很有力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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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近十年的廖平研究中，我对廖平及其学术形成如下基本看法：廖平是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他一生
学术经历了由经学史的研究，到经学理论的建构，再到他的经学理论从现实向空幻转变的三个阶段。
他的经学六变，呈现出一种一变不如一变，愈变愈玄的特点。究其原因在于，近代社会经学终结的历
史必然性，与他以尊孔尊经为基本观念的维护经学的主观意愿，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廖平
经学六变愈变愈怪，益变益不为人所接受的严酷现实，从经学自身宣告了经学终结的历史必然性是任
何主观努力都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这就是本书的基本题旨。我最初研究廖平，是在为完成四川省社
科院院重点课题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是1984年初的事。我原在1979年报考研究生时，就确定了以汉代
哲学为主的研究方向，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研究人员，我也是因汉代哲学考试的优异成绩而被
录取的。因此，我并不愿意参加廖平的课题，但我还是服从了，这大约是我性格的一个悲剧。承担我
所分工的部分后，我认真地阅读了廖平的大部分著作，又到上海华东师大听冯契先生、陈旭麓先生、
丁祯彦先生等人的近代中国史、哲学史的课程，为研究作了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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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廖平评传》：《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大师们以他们独
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近世学界“托古改制”、“疑古辨伪”之先导——廖平
，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思
想家”。冯友兰曾多次强调中国经学开始于董仲舒，终结于廖平。这显然是对廖平在中国经学史上地
位的肯定。但廖平又是一位颇有争议之人，由于其经学历经六变，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且愈
变愈离奇，故遭后人贬垢颇多。他一生研治经学，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并起到了一个融合古
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
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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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较老的一本廖平传记，不脱时代烙印，记叙廖平的生平和学术转变还算平实，但思想性就不敢恭
维了，聊可一看。另外，错字太多，实在影响阅读。
2、实在没法忍啊！四川人搞的廖平研究就停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水平上！你们对得起老乡么
？
3、“宋以后⋯⋯当佛教盛行之世，谈理学者大抵出入禅门，又复耻雷同，肆口辟佛，然冥心思想，
徐俟贯通，莫非禅家之寂悟。”廖平后来走向神游玄幻，冥心独造，破空而行，语益诡，理益玄，较
宋儒们是不是更不靠谱了？ 此书可作为对廖平生平和学术的一般性介绍。学习了。3.5/5
4、写的确实挺差的。作者肯定特别想中规中矩，结果既没有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恰当的评述。关于
廖平，无论是褒还是贬，得亲自去读原著才行。当然，廖平的著作也是这几年才真正被重视，作者多
少还是有些前驱的意味其中的。
5、黄开国这本廖平评传，写得还是平实，这么多年写廖平比较扎实的，还是这部著作。虽然，后来
对于廖平经学有了不同的评价，但是这部书作为一部学术传记还是合格的。虽然，在黄开国看来，廖
平后三变，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历史舞台，但是他还是坚持廖平作为经学大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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