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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季平年谱》

作者简介

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
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这些名号的更改，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经学的变化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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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平出身于贫困之家，其父曾为地主放牧牛羊，佣工度日，后靠卖茶水为生。廖平自小就参加劳动。
一次为茶客沏茶，水污客人衣服，受到呵责，遂感羞耻，颇思自立。他欲读书识字，但家中负担不起
学费，于是从河沟捉鱼送给私塾先生为整，并告以自己的求学愿望。先生认为孺子可教，遂得以从师
就读。廖平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昼夜勤苦攻，读，曾夜立于庙中神灯下读书。成年后
，仍勤学不倦。经过潜心钻研，学业猛进，终于自立成才。
同治十M年（1873年）．张之洞简放四川学政。次年举行院试，张之洞对廖平很为赏识，录取为第一
，补县学生（即秀才）。光绪二年（1876年），廖平再应科试，正场题“狂”宇，廖平以“用犬”之
义解释《论语》“狂涓”之文，以优等食凛蜞，调成都尊经书院肄业深造。廖平早年在家乡接受的是
来学那一套，受到张之洞奖掖尤其是进人尊经书院后，师人张之洞。张之洞治学宗文字训贴的乾嘉汉
学，廖平受其影响，感到来学空泛无实，不如文字训沽之学，字字有意。于是从喜好宋学，转而博览
考据。但是，廖平一生学术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沿着张之洞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张之洞离川后，治经讲个文经学的《公羊》学的王向运主讲尊经书院。松羊》学治经，不斤斤于文字
训诂、名物考证，主张透过文字之表，去探求其中隐寓着的微言大义，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廖平经常
向王运请业，渐受熏陶，又感到文字训沽只不过是经学的枝叶、糟粕，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
。自此，廖平一生的学术就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了。光绪五年，廖平中乡试第24名举人。光绪七
年，他始注《谷梁春秋》，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沽十论》。持古文为周公所
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分别两家的异同。廖平认为，经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经古
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可“同治中国”。两家之分歧，在于礼制，于是著《今古学考》二
卷，严于今古之分。其学多为前人未发之论，深造有得之言，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一变。
光绪十五年，廖平赴京应礼部春闱，会试成进士，朝考三等，钦点即用知县。他以高堂亲老，不欲远
出省外为由，请改教职，部铨龙安府（今四川平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今四川达县）教
授，任中被劾免职。后继任尊经书院襄校，嘉定（今四川乐山）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
书院山长等职。在这段时期，廖平在经学观点上，以为《周礼》出于王莽之时，有许多为刘歆迎合王
莽之意而作。于是专主今学《王制》为孔子之学，古学《周礼》为刘歆乱之学．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二
变。括张之相、梁启超、钱穆在内的知名学者，均认为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书有本质不同，但康
有为之书是受廖平之书启发而成，当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张之洞甚至认为康有力为廖平的嫡
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
廖平经学第二变实已是以今文经学家的身份，来构建他的经学理论，而他的经学理论不是别的，乃是
传统的尊孔尊经理论。但是，在近代社会要讲尊孔尊经，就得讲出一点新名堂。于是，在经学第二变
后，廖平又提出大统小统的经学第三变，人学天学的经学第四变，天人大小的经学第五变，用五运六
气解《诗》、《易》的经学第六变。所谓小统大统，是说孔子改制有两种，一是适用方三千里的小九
州的中国万世法，以《春秋》为经，《王制》为传；一是适用方三万里的大九州的全球万世法，以《
尚书为经》、《周礼》为传。所谓人学天学，是说孔子改制不惟有关于人的世界的法则，讲六合以内
的人事，见《春秋》、《周礼》；又有讲六合以外天的世界的法则，见《诗》、赐》，《诗》讲神游
，灵魂游于六合之外，《易》讲形游，形体游于六合之外。天人大小不过是对小统大统说与人学天学
的糅合。所谓五运六气，本是《黄帝内经》中的理论，系医经，廖平以此为孔门《诗》、《易》师说
。
廖平经学的后来几变，不过是将孔经与孔子从中国的神化推广到全球，再从全球推广到宇宙。究其精
神实质而言，殊无可取。但是，廖平在构建其经学理论时，取材又不限于经学。他是用今文经学的方
法来建构理论的，而建构中不仅突破了今文经学的界限，同时还突破了整个经学的界限。古今中外，
经传诸子史册，诗赋纬道佛堪舆术数，西方地理学天文学宗教等学说，都是廖平用来建构其理论的素
材。因此，从廖平经学理论的内容来看，又与传统经学有根本不同。为维护经学，反
廖平经学第二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经学；一是抑古，即贬抑古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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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季平年谱》

学。尊今的代表作是《知圣篇》，认为松羊》学的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微言大义所在，但汉代公羊家
只讲孔子为汉制，远未穷尽孔子改制的义蕴。他说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为中国立万世法，只有
这样来理解素王改制说，才算懂得了“知圣”。抑古的代表作是《辟刘篇》（后改名《古学改》），
提出古文经学起源于刘歆作伪，西汉哀平之前并无古文今学之说，《史记》、《汉书》关于衷平之前
古文经学的材料，都是刘歆及弟子添窜的。
廖平此说一反平分古今之论，有许多臆断之论，虽然在学术价值一t远不如平分今古之论。但这一变却
通过康有为的影响而在社会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震动。因为廖平在光绪十五年的会试后，应张之洞之
召，曾转赴广州。康有为、黄季度同访廖平于广雅书局，竟夕晤谈，廖平向其示以《知圣篇》和《辟
刘篇》。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再次谈论。康有为遂本廖平之论，据《知圣篇》著作
了《孔子改制考》，据《辟刘篇》著作了《新学伪经考》。这两部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进行张目并提供
了思想基础的书，影响极大，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虽然康有为一再否认这两部书与廖平有关
系，但包而建立了一个不同传统经学的所谓经学体系，这就从反面无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因此，
廖平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整个近代思想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
廖平后来在1898年与宋育仁、杨道南、吴之英等人在成都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1911
年担任《铁路月刊》主笔，鼓吹“破约保路”。四川军政府成立，受聘任枢密院院长，后长四川国学
院及任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授课之余仍以治经为终生事业。他一生坎坷，屡遭诬低、夹击
，甚至革职查办，先后历经八次打击，但他总是以换而不舍的精神，潜心著述，从不停笔。他一生著
述近一百四十部，除经学著作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
丛书》。1932年，为联系出版他的著作，拟亲赴成都，不料走到乐山，忽发大病，随行的儿子廖成励
等，马上将他抬回井研，未及抵家，半途卒于河坎场，享年八十一岁。
大学者章太炎先生在为廖平所撰写的《清故龙安府教授廖君墓志铭》中云：“以君学不纯德，而行乎
纯儒。”“斯心燔经，不可以罪孙卿；虑也劫后，不可以诬高密。廖君之言多扬诩，末流败俗君不与
。”章太炎之言，恰如其分。廖平一生治经，脚踏实地，校勘、考据、辨讹是他的特长，而学术观点
在晚年虽有不少离奇之处，但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氛围中，既无百家争呜，也不能百花齐放
，更何况经历的是八次重大打击，其中有的并非是学术问题，而是人际、政治、派别之争，正是曹丕
《典论·论文》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的注脚。文人之气，常常难以承受重压，支撑得过去，从
逆境中奋起的人不是很多。而能排除世俗，潜心于学术，能防于扰、抗于扰，最后终成大业者更少。
廖平虽一身坎坷，屡遭排低、夹击，而始终心坚骨硬，他应当是学人的良师，治学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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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稿本在川大的儒藏里。这个只是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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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2002年秋天，北京大学的教授到学校作报告，由于讲的内容是关于晚清经学问题，正是我感兴趣
的内容，所以早早地就到教室里占座了。那天晚上讲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是只保留了两
个印象，第一，教授说新儒家不关注经学；第二，廖平的经学没有特色。为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感兴
趣呢，其实我当时正在读《新儒家学案》，对于新儒家与传统经学的关系比较感兴趣，因此就向教授
问了新儒家与经学关系的问题。他随后回答时，提及他的研究生要做廖平的论文，被他否决了。认为
经学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任何关系，比如廖平的经学就对于西南人民生活的改善没有起到任何
的作用。这些印象太过深刻，以至于我今天重新读《廖平年谱》的时候，还可以想过廖平与西南地区
的关系，是否就像教授暗示经学已经是落伍的学问，与现代社会没有任何的关系。一边读一边思考，
廖平固然生活在西南地区，但是西方对于西南地区就没有影响。我们知道兴办洋务的张之洞，曾经做
过曾国藩幕僚的王闿运，都做过四川尊经书院的山长。在这个意义上，廖平已经接受了来自于现代性
的观念，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并不影响其作为刺激反思经学的背景。廖平的一生，当然为人所熟知的
是他经学的今古文的划分和善变。或者说，在廖平看来经学不仅仅是古典文献的汇集，而且还是今古
圣人不同的选择。这种看法影响到他大同和小康的区分，最终的成果却被康有为轻易占有。这桩经学
史上的剽窃案，往往被后来的学者所津津乐道。但是，我们知道康有为并没有廖平这种将理想和现实
划分的想法。而是径直将理想的政治蓝图等同于西方自由民主，这固然对促进晚清的政治改革提供了
一种政治上的可能性，但是却不要忘了理想政治一旦落入到现实之中，往往就不称其为理想了。不过
从廖平提供的今古文的区分，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比如他将古文经与周朝政治制度等同，将
王制与理想政治相比附，最后必然会出现理想政治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因此会在晚清民国兴起政治
批判的风气，或者通过今文经对于政治现实进行批判，或者通过西方民主政治对于中国政体进行批判
。但是，我想他并没有考虑到实现理想政治必须要依托于现实政治。如果一旦滥用政治批判，不但不
会促生理想政治，反而会使政治变得更加虚弱。这个问题，张之洞由于亲自操办洋务，要比廖平务实
的多，所以多次写信规劝。但是作为哲人的廖平似乎并没有听从业师的指点。晚年的廖平也跟康有为
一样，沉迷于天学之中，我想在中国的哲人往往很悲哀，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世俗，但是却采取了
学术的方式，比如康有为有《诸天讲》，也同样是在谈论天上的世界，同样廖平也将晚年的精力放在
了天学之上，用天学来批判人学。这些当然是哲人对于城邦的批判，但是我总觉得这是廖平对于现实
已经失去了信心和希望的结果。对于廖平和康有为以及晚清经学，我一直都有兴趣关注，但是却苦无
入手之处，钱穆对于廖平的批评，认为其经学论说古怪，章太炎虽然肯定其学有根底，却也认为其学
说不经之处甚多。廖平说经确实引用谶纬之说甚多，以至于我都怀疑真的能够弄懂今文经。不过，好
在有廖幼平先生编辑的《廖平年谱》能够对于他的学说有一些表面的看法。更深入的看法，估计要等
到《廖平全集》的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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