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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内容概要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是曹聚仁先生的晚年之作。缘起于报章连载《听涛室随笔》，成书为《国学
十二讲——中国学术思想随笔》。章念驰先生综合二者精心校订而成为三联书店版《中国学术思想史
随笔》。此书梳理中国传统学术源流，自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迄清代朴学、民国余绪
，以时序为经，以流派为纬，博引文献，又不乏裁断，故行世以来，颇受学界推重。由于文笔清新洒
脱，论说平实易懂，普通读者亦可借此得窥中国学术思想堂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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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有趣。谈艺直截老辣如东方的纳博科夫，偶以马列观点论事，也发自天然，毫无应命的敷衍之
气。
2、批经太甚，以己之知戒他人之知，不赞同
3、别被题目给吓着了，曹先生像带你散步一样回顾与思考中国学术思想~
4、当年读了一半，或许以后还会读下。。
5、曹聚仁是个烂人
6、太过杂芜
7、好看。
8、:I26/02787
9、最早涉及清代考证就是读的这书，曹老这书批评古书和鲁迅有一比，观点和今日、昨日相左者不
知凡几，但读来却觉有味道，有知识。当然，这不算比较正规的学术书，毕竟是随笔。信口意气的话
很多，比如说钱宾四比不上张舜老之类的，完全是关公战秦琼了。
10、书写得不错，原创少了些
11、“世人谈经的，都不配谈经”，章太炎的好学生。
12、四个月囫囵读完，似懂非懂，大段的文言引用是阅读的障碍，曹氏的哲史观未必信然，但劝少年
不要迷信国故、古文的观点也算是给人以醍醐灌顶。
13、2004-第三十八本
14、看看老先生说说掌故也不错
15、感谢郭老师推荐的这部书，敲掉了脑壳里尊古、信古的迷信。
16、曹聚仁的文字可称“通脱”。此书13年前所读，当时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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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的笔记-第18页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科举
朱熹是Neo-Confucian
neo-confucianism是宋明理学。

德川家康的江户时期(Edo)受理学影响很大。首先由禅僧藤原惺窝修习，并且用日语注解四书五经。然
后进去德川幕府讲解。其实日本还是推崇朱子学，阳明学没有造成很大影响，可是追随者也不少。因
为阳明学比较符合一类日本人＂反人类反现实“的实际需要。

但是日本也不是照单全收，朱子学也被分成不一样的两类。
一个偏重朱子的唯心部分，一个偏重朱子的”好好学习“部分。从而发展出＂有大和民族主义特色的
儒家思想"。而且我觉得日本人比较实用，儒家在中国历代为统治者所用，作为官学，其实发展和分化
十分缓慢。但是到了日本，大家就取其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加以解释和学习。比如朱子对自然科学[理]
的概念，让一部分日本人从浓重的宗教氛围中觉醒。而朱子中政治的部分[尊王攘夷]又可以为统治者
效劳。

不得不说日本是个很神奇的民族。后来的武士道精神也跟朱子学不无关系。

补充阅读：http://www.willamette.edu/~rloftus/neoconfucianis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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