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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内容概要

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在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但其所谓实、所谓动、所
谓活者，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此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
    后之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
以我之在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
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雠，名之为独夫，因其所也。而小儒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
间，至桀纣之暴犹库存不当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窥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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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作者简介

梁启超是一个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名字。他既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又曾是四万万蒙昧
同胞民智的启迪者。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而又急剧变革的时代，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
一身并能登峰造极者，惟梁一人而已。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
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1890年起从学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
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
加“百日维新”，同年9月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
年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1915年，对袁世凯谋复辟帝
制，婉词劝阴，进而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倒袁。1917年通电反对张勋复辞。段祺瑞内阁成立，任财政
总长。“五四”时期，赞同民主与科学。1920年，支持张乐荪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晚年在清华大学
讲学。一生著述宏富，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文化艺术、文学文韵、语言、小
学、宗教等领域。其著作为《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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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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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章节摘录

书摘汪中尝拟为《国朝六儒颂》，其人则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
栋、休宁戴震也。其言日：“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
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
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凌廷堪《校礼堂集·汪容甫墓志铭》)其所推挹盖甚当，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
。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    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
疏证》也。胡渭之所以伟大，在其《易图明辨》也。汪中则既言之矣。夫此两书所研究者，皆不过局
部问题，曷为能影响于思想界之全部?且其书又不免漏略芜杂，为后人所纠者不少。——阮元辑《学海
堂经解》，两书皆摈不录。——曷为推尊之如是其至?吾固有说。    《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
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
来，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
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
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
。自汉武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韩愈
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
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
。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
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
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以旧学家眼光观之，
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当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光绪间
有洪良品者，犹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意亦同此。——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
大解放。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
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    P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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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
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芒需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一序，无以
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    余于十八年前
，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    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
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
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
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
料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
人之力求忠实质已矣。    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
，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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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编辑推荐

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在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但其所谓实、所谓动、所
谓活者，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此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    后之为君者，
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在私为天
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恶
其君，视之为寇雠，名之为独夫，因其所也。而小儒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
犹库存不当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窥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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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精彩短评

1、给别人的一个序言就可以洋洋洒洒几万字，梁氏之能书善写可见矣。对清代学术的分期：启蒙期
、全盛期、蜕变期、衰落期，及其每个时期的代表学派和人物都有明晰而全面的介绍。对梁启超自己
在后两期的影响及其自身的优缺点也不讳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之精神可嘉也。而对
学术的态度明确提出应该是为了学术而学术，无所谓有用无用之说，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
计其功。”
2、也是個學術性的。不過那時的學術風氣倒是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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