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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渊雷学术文集》

内容概要

《苏渊雷学术文集》选编了苏渊雷先生在学术上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及最能体现其学术思想和学
术风格的作品，以及未收录到其他已出版文集中的重要作品。《苏渊雷学术文集》的选编原则以学术
性与代表性为主，总结了其学术生涯中的主要学术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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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渊雷学术文集》

作者简介

苏渊雷(1908—1995)，原名中常，字仲翔，晚署钵翁，又号遁圆。浙江省平阳县玉龙口村人。解放前
曾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所编辑、中央政治学校教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专治文
史哲研究，对佛学研究独到，尤洞悉禅宗。主要著作有《名理新论》、《玄奘》、《佛教与中国传统
文化》等三十余种，论文百余篇。冶学之余，兼擅诗书画，被人誉为“文史哲兼擅，诗书画三绝”，
与苏步青、苏昧朔并称“平阳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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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李杜诗选》导言
《元白诗选》导言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
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
漫谈书法与姐妹艺术的关系
论韩柳、刘柳诗文风格异同及柳的独创性
杜诗流派异同论——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
晚唐四家诗合论
情想无碍 天人合一——漫谈诗画同源、通感及其创作方法的关系
论王渔洋的诗说及其风格兼评代表作——《秋柳》四章
试论清诗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总结性
《李太白集·杜工部集》前言
略论苏东坡诗词散文及其在书画艺术方面的成就和特色
文化综合论
论我国学术之新途径
章学诚新传
论龚自珍
马班史汉异同论
刘知畿、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成就及其异同
文史研究方法论
孔学三论
天人之际三纲领——论《易传》立天、立地、立人的三才之道
劬堂史学论文选序
中日文化交流史述评
玄奘研究三题
略论我国近代学者研究佛学的主要倾向和成就
论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
禅风·学风·文风——《五灯会元》新探
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
卓越贡献
中国禅学史·早期禅法
附录
苏渊雷先生小传
苏渊雷先生著述目录
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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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会通文史，创明类例，提高了学术专著的水平　　三人著书，各标“通”号。知畿以汉儒
集白虎阁通论五经异同，及汉求司马迁后封“史通子”二事为立名的依据；郑樵则取法“孔子总《诗
》《书》《礼》《乐》会于一手，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瓣香司马通史，提出“会通之义大矣哉
”的口号；学诚《释史》，首揭《大易》“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立论，发挥道术求通的必要性，
倡导通史，为郑樵张目。其渊源所自，固可上挹汉梁，远溯孔氏，但刘知畿《史通》一书，实在是一
种推动和鼓舞的力量。　　知畿所谓“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万有”的气派，“深识
之士，成其一家独断”的提法，正是贯穿《史通>全书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史通》一书的基本精神
所寄，而且也为郑樵，章学诚等所批判地继承发展下来。我们只要读一读《通志·总序》、《十五略
小序》和《文史通义》的《原学》、《博约》、《史释》、《释通》几篇，就可恍然于他们三人对“
通识”、“会通”、“通义”的理解，到达怎样的程度了。　　通是一种包括分析、综合、批判相互
为用的认识总过程的结果。“知类”之先，必须经过“知要”的阶段。那么如何分析矛盾（探赜），
摸索规律（索隐），就成为十分必要的工作。我们读《史通》，看他是怎样“辨其利害，明其善恶”
：《六家》、《二体》揭出笼罩全书的大旨；《直书》、《曲笔》，显出立言鲜明的对照；“书事纪
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这些指的是总倾向。至于：究《载文》之失，则分
为五；述《书事》之烦，则分为四；举《模拟》之例，则日“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
五经”，论《杂史》之流，则区为十类，为史部目录家别开生面。这些又是通过“博采”“善释”“
兼善”“忘私”种种过程而获得的。　　再看郑樵，论通史五体之类，则说“本纪纪年，世家传代，
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论断代之失，则指出“重复”“隔绝”，“异则相夺”，“同则
相与”，乃至“颠倒曲笔”之嫌。集中概括，要言不烦。所谓“例类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
具在”（《通志·校雠略-》）是也。这不但指校书言，推而至于分别一切事物的类例，亦是一样。《
二十略》中，于《氏族》，则推广为三十二类；于《六书》、《七音》，则分为“独体”、“合体”
、“主从”、“母子”、“眼学、耳学”，以驱天下之语言文学。这些都是郑樵独见别裁、创通义例
的典型。　　学诚晚出，所凭藉者深，理论更加精纯。其日：“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汉人以
通为标目，梁人以通人史裁⋯⋯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释通》
）不啻夫子自道。例如《书教》发“记撰注述，圆神方智”之论；《诗教》揭“后世之文体备战国、
战国之文源出六艺”之说；《史释》则推明“府史”与“五史”皆守掌故而无异义；《释通》则论证
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三弊；乃至《原道》阐“道有自然”，“道器合一”、“道始三人居室”
之旨；《原学》辨“学问”，“词章”，“义理”之同源；《答客问》论“独断”、“考索”、“比
次”之异用，都是学诚深造自得的创见，是真能“深悉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的议论。至于《古
文十弊》之痛下时文针砭，《修志十议》之建立方志体系，更是众所周知的了。会通、创例、探赜、
索隐，正是“寓诸子于史裁”的著作方法。《史通》、《通志·二十略》、《文史通义》诸书，通过
具体的实践，在我国文史批评学上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不能说不是“诸子”降而为“文集”后.一千多
年来罕见的例子。当然，他们的“会通”思想，在史学观点和编纂学上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是他们并
没有也不可能进而企图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能强求
于古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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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先生真是全才。前些日子刚看过他的书画展，惊艳啊。

Page 6



《苏渊雷学术文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