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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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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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评传》

内容概要

《罗振玉评传》内容简介：罗振玉，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
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他在政治上始终“恪守
旧制”，以满清遗老身份曾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但他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又颇有贡献，
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
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他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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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评传》

作者简介

罗 琨，1940年4月生，浙江上虞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甲骨文，现从事先秦史研究。1963年7月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3年7月至今，在本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先秦研究室副主任，殷商史学
会、先秦史学会理事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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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评传》

书籍目录

总序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序言英文提要第一章 家世 一 上虞罗氏分支 二 祖母和母亲第二章 植基古学的青
少年时代 一 启蒙读书 二 应童子试 三 承乏家事 四 劬学与交流第三章 开拓现代农学 一 创办学农社和《
农学报》 二 编辑出版《农学丛书》 三 从总理农务学堂到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第四章 究心教育 一 创
办东方学社和《教育世界》 二 从参议学务到创建师范学堂 三 海外视学 四 进入学部第五部 殚力国学 
一 从倡议建立国学馆到创办《国学丛刊》 二 大库档案的抢救、保存和印行 三 古籍佚书的搜集、刊布 
四 金石考古辟新途第六部 甲骨学的奠基人 一 甲骨四堂 二 雪堂与两部最早的甲骨著作 三 甲骨出土地
与王朝贞卜遗传的确认 四 甲骨的搜集、整理与刊布 五 甲骨文的考释研究 六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
公案第七章 敦煌学的最早倡导者 一 抢救国宝 二 致力刊布 ⋯⋯第八章 罗振玉与王国维结束语罗振玉
学学术活动编年主要参考书简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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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评传》

章节摘录

在罗振玉晚年所作的《上虞罗氏枝分谱》中记述了“迁淮以来先人所践履与彝训”共10段文字，其中
记述先祖、祖父、父亲、诸兄弟、诸姐妹各1段，祖母3段，母亲2段。可见在所有的亲属中，这两位女
性对他的影响极大。尤其是祖母，罗氏出生时是祖母主家政，16岁协助母亲主家政时，62岁的祖母还
常提出卓有见识的告诫，可以说是祖母给他打开了第一本人生教科书。罗振玉的祖父鹤翔初娶于陈，
不足一年而亡；继娶于缪，也遗一女而去；再娶于方。方氏祖母籍安徽桐城，桐城方氏是个大家，明
清两朝出了不少名人，方氏的父亲虽不过是县丞，但她在家庭中自幼受到很好的教养，素有贤淑之名
。婚后不仅把家政安排得井井有条，抚养前女有如亲生，而且对丈夫的事业也有很大帮助。鹤翔任淮
安通判时，一次催粮外出，下属乘机营私舞弊，她察明事实密函以告，鹤翔回来加以惩处引起震动，
从此再没有发生类似的事。高淳水灾，她撤簪珥助赈济，给丈夫很大支持。鹤翔逝世后，方氏带3个
子女回到上虞夫家，以十余年所积俸余15000金进于堂上，翁姑不受，令作两孤读书之用，后却成了族
人夺产的口实。咸丰四年（1854年），罗振玉的曾祖父敦贤过世，大家族瓦解。面对60万金祖产的剖
分，族人说兄弟无异产，唯三房有私蓄，无权继承族产，并告到官府。方氏得知，说万五千金俸余乃
堂上所赐不敢辞，公产则可让，告诫二子说：“汝曹异日能自立者，何必籍祖产？使不能自立，则祖
产适长汝曹罪恶，终不能保也。”在清河县立案放弃公产，并按照族人要求，让两个儿子也立了字据
：“推产虽禀庭训，然异日即贫无立锥，亦无悔。”从此，方氏携3个子女，告别老宅至淮安，买宅
于河下的罗家桥，认领20顷招垦的滩地，为10岁、12岁的两个幼子延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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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评传》

后记

我们匆匆草成这本《罗振玉评传》，仅仅是对他的学术生涯和著述方面几个带有开创性的领域作概略
介绍。这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来说是很不够的，而青年人由于种种原因对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了解甚少，同样会觉得《评传》不能填补他们对本世纪初和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学术变
革和发展状况的空白。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将来，有机会再对《评传》加以充实，比较全面深入地
论述罗氏在学术上的成就，以便于广大读者对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作出恰当公允的评价，正确认识他在
本世纪前半叶的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罗继祖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不仅把自己
多年搜集的第一手资料送给我们，而且还提供很多文字资料难于寻觅的情况，并随时为我们解答一些
疑难问题，这对我们写作帮助很大。罗敦祖工程师在工作之余为我们做了不少资料工作，并完成全部
书稿的录入。张书生先生为本书翻译了英文提要。周自强先生审阅了书稿，对部分章节提过修改意见
。李学勤所长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序言，从准备迎接21世纪的角度回顾罗氏学术活动所处的历史大背
景及其学术成就，为阅读全书提示了全新的视角。游道勤先生受钱宏先生委托，编辑本书，才使《罗
振玉评传》得以较快地和读者见面。还有刘起钎先生也曾答应为本书作序，因时间关系未能实现。对
诸位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这里一并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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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评传》

编辑推荐

《罗振玉评传》是国学大师丛书之一，《国学大师》你绕不开，一座高峰，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
眼指路，大师们以他们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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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评传》

精彩短评

1、两位作者乃伉俪，其中罗琨系罗振玉孙女。罗家后人真不负祖上恩德也。惜乎此书只能概其大观
，于传主之生平、思想与学术诸多关键之处，通常避而不谈，或语焉非详。与罗继祖书相仿，立意亦
在于辩诬。
2、学术评价被政治正确劫持，可不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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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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