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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文集》

内容概要

本书是傅斯年先生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一部杰出著作，它将商周甲骨文、金文到先秦诸子典籍中
的"性"、"命"二字逐一统计并分析，以其来源与演变论述先秦诸子的思想，最后推断宋明理学为先秦思
想的承继与总结。此书从训诂学、考据学、语言学方法入手以微观字形、字义建构宏观思想史，鲜明
地体现了傅氏"哲学乃语言学之副产品"的治学思想和严谨的学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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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
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原则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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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引语．
上卷释字
第一章  提纲
第二章  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其字义
第三章  《周诰》中之“性”“命”字
第四章  《诗经》中之“性”“命”字
第五章  《左传》、《国语》中之“性”“命”字
第六章  《论语》中之“性”“命”字
第七章  论《告子》言“性”实言“生”兼论《孟子》一书之“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
第八章  论《荀子?性恶》、《正名》诸篇中之“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
第九章  论《吕氏春秋》中“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
第十章  “生”与“性”、“令”与“命”之语言学的关系
中卷释义
第一章  周初人之“帝”“天”
第二章  周初之“天命无常”论
第三章  诸子天人论导源
第四章  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
第五章  总叙以下数章
第六章  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
第七章  墨子之非命论
第八章  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
第九章  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
第十章  本卷结语
下卷释绪
第一章  汉代性之二元说
第二章  理学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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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性命古训辨证》是傅斯年的一部重要的历史学著作。此书从语言学角度入手，从甲骨文钟鼎彝器直
到先秦典籍中有关“性”、“命”二字悉数统计，以音韵、训诂、考据方法，通过字形寻求字义。在
探求古字演进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探求其演进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以“性”、“命”两字的解
释来梳理孔、孟、荀、墨诸子思想，最终得出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之集大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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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傅斯年的这部性命古训辨证，他在序言中已经提及阮元的同名著作，不过我觉得他这部书分为两
块，第一块即用甲骨、金文材料寻找性命二字的古代来源。后面的部分，其实是性命二字的思想史考
索，可以与他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加以对比。不过，从他的书中感觉傅斯年还是缺乏哲学分析的能力
。
2、重读，再推。对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一言的误解，使得现在说傅斯年的多而读傅斯年的少。
3、孟真先生申请中研院院士的代表作，仔细读之确有深意，尤其是本书运用的研究方法，可谓既有
借鉴又有独创
4、这篇文章傅先生写得很严谨，对写论文帮助很大。
5、傅先生的學術功底的確不是特別好 此書上卷還是可以的 算是一類解釋...
【國學之小學之訓詁】
6、富有开创意义的成果。书中许多观点如今已成教科书中的常识。最可吸收的一点乃其对认为“命
令”同字、“生性”无别，此大可注意。书中对金文部分的考证没多大耐心看，但的确是研究上古史
不可缺的功力。阅读此书的目的乃在于了解古代“天命”“天性”说之源头，但中部和下部皆在于谈
汉代及以后的天观、性观，都是已知知识，帮助不大，且显力不从心。先生实长于上古史矣。
7、写论文时候用到的书，没想到是这样接触到傅斯年先生的著作。不愧一代伟大学者，至今连余英
时的书也要以傅斯年的研究为基础论据。
8、傅先生属于兰克系。此文属于一家之言。
9、由语言学方法打入思想史，梦真先生真是“长袖善舞”啊。主要读的中下卷，因为不专门研究傅
斯年，也就泛泛读完，谈不上什么“理解”。
10、本义不在考证，而是重新评价儒家
11、一个反传统的人，回归传统
12、略翻一过。以语言治思想。
13、傅斯年对哲学进行了解构，他认为哲学完全是因为语法的曲折而致，像汉语这样清通的语言本不
会形成哲学。或许傅斯年的观点是针对形而上学的“是”而发，但是其对这个“是”的后果却缺乏了
解。以“生”为“性”的论证过程很有意义，但是此书的局限性仍然是不见战国思想全貌，就此而言
古史辨派的成就更大。
14、郑开《中庸研读》课程言及此书，重读收获果不相同。最初探寻“性命”学说之源，“上部释字
”中有些结论先行，再加之史料论证之嫌，以今文字学知识对比的话，此种类似于统计史学的方法，
归纳古音字义的方式很不靠谱。“中部释义”旨在论述天人关系，“下部论绪”意欲得出结论，不过
上古阶段“性命”一词两字分示其意，已是古汉语常识。其后文论证方式有资料堆砌之嫌。傅斯年还
是欠缺哲学素养，论述性命之学，还是略显生涩。
15、这套书很好，值得购买。
16、以前算名著，现在么，不好说了
17、掌握充足的证据：二重证据法加古文字字形本身的含意。运用科学的手段：高本汉拟构的上古音
系+传统训诂学。讨论思想史的问题：先秦性（生)与天命（令）观的演变。及其延续。写论文时学习
了傅先生的这套方法。
18、上海古籍的版本啊，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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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通过对儒家历史上的性命观念和学说的梳理，重构了性命学说传统，这个传统把孔子、荀子
和程朱理学连成一脉，认为他们比较合理地继承了原始的性命观念。在这种原始的性命观念中，性即
是生，而命即是令。西周以前的古人普遍认为人生来并没有什么善恶之分，只是根据上天的意愿行事
。孔子基本继承了这一点，不过看到了教育对人的作用。而荀子则在反对孟子的思想构架中，直接认
为人生来就是恶的，但在教育论上，却坚定地继承了孔子。而孟子，则只是一个儒家中的另类，开启
了儒家的另一个传统，即心学传统。程朱理学虽然尊奉孟子，但对孟子对人的过分自信有所保留，并
且也十分鼓励人后天的学习。尤其是朱熹为大学章句补的“格物”一节，提出知识从对具体事物的考
察中来，受到作者的推崇。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傅斯年希图证明的乃是，中国的儒家传统之中，有一
个不认为先天性善或性恶，而是后天教育影响及人之善恶的传统。这里其实隐藏着他的教育观念，他
认为决定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于先天，而在与后来的教育之好坏。就如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不能接
受新的好东西，而是需要努力地去肯定和学习它。傅斯年眼中的儒家传统之正统，乃是一种潜隐的“
道统”。原始性命观的基本特点由孔子传到荀子，再传到程朱理学。他十分肯定这一脉的基本思想，
尤其是对后天教育的重视。而同时，他也并没有对孟子-中庸-李翱-陆王心学一系的心学大家贬抑，只
是觉得他们的观点不符合原始的性命观念，乃是孟子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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