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斯年讲国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傅斯年讲国学》

13位ISBN编号：9787568200930

出版时间：2015-4-1

作者：傅斯年

页数：3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傅斯年讲国学》

内容概要

本书收纳了傅斯年在诗经、《史记》以及对于诸子百家的研究论述，重新解读诗经，更深层次地理解
《史记》的价值，以及了解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争鸣现象的历史根源。本书以简体横排的方式，方便读
者阅读，对于晦涩难懂的部分给予读者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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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讲国学》

作者简介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傅斯年出生于名门望族，带的名
门望族。明末清初，先祖傅以渐为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开国第一名状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
学士，兵部尚书。傅以渐以后，傅家举人、进士辈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县或者更有多
人。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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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讲国学》

精彩短评

1、需要重新读。读了摘抄了一部分，很有总结性
2、国学之广可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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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讲国学》

精彩书评

1、马庆云/文最近两年，国学热成为一门时尚。刚刚去世的汤一介先生，曾组织儒藏工作，整理中国
传统儒家文化，在当下已经成为一门系统工程。汤一介先生师从其父汤用彤，后者对魏晋一段的学术
研究后无古人。学术之外，近来各中小学甚至部分大学，也开始大力提倡国学问题，中小学开国学课
，高考增加语文分数比重，大学也给理化学科学生们逐渐增开大学语文。这些如火如荼的国学热外表
之下，却有两件事情值得冷思考。一件事情是很多学校的国学老师本身的传统学问的底子十分不扎实
，因而造成大量误读。曾有玩笑称，女儿向母亲炫耀自己的国学老师多么有学历，名曰“我们国学老
师是韩国留学回来的”。另一件，则是在大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要不要传统文化、到底要哪些传
统文化的问题。笔者曾在《顾准文集：文革时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一文中提到，以顾准等先生
为代表的当代哲学大家，往往痛批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学问多世故圆滑，只有借鉴西学，民族才
能有所长进。在这种局面下，当下的学术界急需一个能够主持局面的学术前辈，拿出可以说话的著作
来，“允执其中”。被前北大校长蒋梦麟称之为“北大功狗”的傅斯年，其人和其作品，恰好适合这
个时代。为什么是傅斯年出来“允执其中”？学术要求独立，不能附庸。在这一点上，傅斯年的履历
和学问，很满足其要求。第一点，傅斯年有传统文化的家学，根子上决定了，他能真正去触摸传统文
化的精髓和糟粕部分，而非如后学者一般人云亦云。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其祖上傅以渐是顺治年间
的首位状元，一说，是清朝的第一位状元。传统文化，往往以家学相传见长，远非到现代学校读几年
纸张书便可以触类旁通的，无家学，只有学校知识，连预科班水准都达不到。傅斯年家学便以传统文
化开蒙，优秀的底子，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第二点，傅斯年是有西方游学背景的。如果仅
在传统文化的故纸堆中摸爬滚打，充其量只能是明清训诂、音韵一样小学的成绩。而傅斯年北大毕业
后，游学西方，先到伦敦大学，后到柏林大学，这些都是西欧哲学与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学府。这些
游学，能够让傅斯年进行文化上的东西方对比。第三点，则是傅斯年独立于当下环境。这位北大功
狗49年去了国立台湾大学当校长，其一生的治学环境，均是相对自由的，他不会也不可能为了迎合当
下的国学热潮而做任何违背初心的学问著作。基于这三点，我认为在国学热面对西学诘难的当下，傅
斯年的著作，可以拿出来当做非常有力的学术参考，供有这方面兴趣的同仁阅读、研究。恰好，刚刚
出版的《傅斯年讲国学》可能正有这方面的意思。《傅斯年讲国学》的章节体例问题这本书并非傅斯
年先生成系统的为出版书目而作。《傅斯年讲国学》是傅先生的很多学术著作和大学讲义、乃至于一
些书信往来的整理节选。在早先，傅斯年先生的作品于大陆，多以谈教育学、谈古代史等几册书居多
，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傅斯年讲国学》应该是第一次收录与大陆读者见面。当然，傅斯年
先生的这种待遇，也与他的政治主张有直接关系，这是题外话，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纵观《傅斯
年讲国学》，总共分为四个部分。《春秋策》之战国子家；《春秋策》之史家绝唱；中国古代文学史
讲义；诗经讲义稿。这个书目的章节体例分配，结构均匀，可见出版编辑“也是蛮拼的”。中国传统
文化，真个文史哲无法分家，当下出书，象征性分割一下，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春秋策》之战国子
家，实际上在讲傅斯年先生对于春秋战国乃至更后一些学问家哲学思想的看法，这一册，可以当做“
中国哲学史大纲”来读。《春秋策》之史家绝唱，则是对《史记》的研究，尤其言简意赅、价值广大
的，是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的几封书信往来，这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史学进行研究。第三册，则是文
学研究，有提纲挈领之意。第四册，则是将文史哲研究具体到一部著作中——《诗经》。在这四册中
，傅斯年先生以大炮著称，敢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针见血地直刺，更有能力且有作为对这些文化
进行了有价值的建树。《傅斯年讲国学》中两处非常有价值的炮轰傅斯年先生在这本书中，最大的炮
轰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则是对很多学者在古代文献材料缺失甚至伪造的前提下，胡乱做学问分
析。第二个，则是傅斯年先生对文人职业化对文学造成的伤害进行的批评。仔细阅读《傅斯年讲国学
》这本书便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谓的国学经典，实际上早已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章风貌，最远的，
是汉学，甚至大量东汉伪造，乃至于宋朝人又再次伪造，等到了明朝，虽然伪造的马脚很多，但也滥
竽充数。一部《诗经》都多种版本。所以，读者每每遇到形似国学骗子的，问问他所讲学问书目是哪
个版本即可了，大量骗子必然哑口无言。我亲见过一位叫酣高楼的先生拿着一本地摊书讲国学文化，
连“国学”版本问题都不知。在该书中，傅斯年先生这么叙述《史记》版本问题：太史公书百三十篇
，当他生时本未必已写定本，“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述其书，遂宣布焉⋯
⋯其后褚少孙等若干人补之，刘歆等若干人改之，杨终等删之，至于唐时，已经无数转改，现在竟成
古籍中最紊乱者。一部《史记》来观古籍，可见一斑。第二项炮轰，笔者阅读范畴有限，只在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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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讲国学》

先生著作中读到过。他认为，文学之前的文学才是好文学，任何文学形式一经过职业文人加工之后，
这种文学形式就离消亡不远了。他说：若在文学成统，文人成业，文章成法，“文心”成巧之后，所
增加者总多是些诡情曲意，细工妙技⋯⋯然而不特不文前之文学是真文学。傅斯年先生在这个论点中
，与第四册用《诗经》中“风”的例子论证的较多，非常值得学人思考。这种批评，对手持创意写作
的严歌苓老师等，无疑是重创的。《傅斯年讲国学》一书中极其重要的一些建树是什么？该书于建树
上，则是极多的。笔者才学有限，认为建树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哲学乃是语言之副产品，汉语
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烦难，而以句叙求接近逻辑的要求，
所以西方一般的哲学断难在这个凭借中发生，是很自然的了。傅斯年先生的这个观点，应该结合顾准
先生《从经验主义到理想主义》一册书一同看，比较阅读。第二点，《论语》只记只言片语，到战国
诸子，却都展开铺陈长篇大论了，不是孔子时代的学问都是论语断句一样的，而是当时的记录工具有
限，学者富力有限，到了战国时期，做书的物质材料便宜了，这些材料包括漆、竹子和刀具等等。第
三点，中国春秋战国到秦的统一，政治上是秦完成的，宗教玄学上则是齐完成的，伦理及制度上则是
鲁完成的，官术上则是三晋完成的。这一论述，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非常有价值。第四点，盛行
黄老刑名之术的汉朝，为什么最后是孔子站出来收场。儒学背地里都为皇权政治做了什么工作，真个
讲述地再透彻不过了。第五点，历史无常论，若耶稣东来，可能更适合伦理制度中的中国社会，而佛
教上的印度日耳曼思维，更适合欧洲。这个论述，简直太符合傅大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性格了。
第六点，则是对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对研究方向的提出。这些，在书目中，清晰可见。《诗经讲义稿
》一册，简直可以做当下国学讲师们的范本。不一而足⋯⋯以上种种，无疑不在证明，于国学热的当
下，我们更应该去阅读傅斯年这本讲述中华文化的学术书籍，以防止我们走偏了路子：不是使劲鼓吹
错误的国学，便是对传统学问一概否定。中国要往好处去，还是应该安下心来仔细读书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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