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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的汉代学术研究》

前言

　　华中师范大学是中国真正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少数知名大学之一。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有一批又一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现今华师的奠基与成长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丰功伟绩。　　现今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从规
模、设施、师资与教学科研水平哪一方面来看，都远远超过自己历史上的那些前身。但这些前身毕竟
为今天学校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
迹，而且至今仍然为学校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一种无可取代的宝贵资产，
其中包含的有些重要无形资产甚至远远高于其相关联的有形资产。由于这方面的感悟日深，许多精明
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旧有
的典籍、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迟至
今日只能说是亡羊补牢。但更重要的工作恐怕还是要数延续学脉与传承精神。高校不是一般的教育机
构，乃是学术文化延续的载体。学脉是学科孳生繁衍的谱系，精神是众多学科群共生互动焕发的校园
神韵，而兼任两重载体且流光溢彩于百年岁月之间的则是那一代又一代的杰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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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舜徽的汉代学术研究》内容简介：张舜徽的汉代学术研究包括传统学术研究领域的小学、经学、
史学、子学等部分，这些内容，与他的清代学术研究共同构成了其贯通四部的治学规模，在其学术体
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首先是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人史学的治学路径，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的治学宗旨，其次是会通的治学追求，这两方面都深刻地影响着张舜徽的整体学术研究。特别
由于他的这一工作主要围绕汉代几部重要典籍着手，因而与其古籍整理工作、文献学思想密不可分，
为他在新时期构建文献学这一崭新学科提供了相辅相成的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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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刚，男，汉族，1977年7月生，山东烟台人。2000年本科毕业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2003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6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
所，并留所任教至今。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讲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兼职研究员、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孝经》与中国孝文化，已
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参编著作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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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像汉儒刘向、扬雄，宋儒朱熹、郑樵等，都是张舜徽所推崇的会通之人，因而在著作中，
屡屡给予了充分的表彰。特别如《顾亭林学记》自序中，针对有人认为学贵专精的说法，张舜徽指出
这仅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多方面。他强调，学问博通的学者，由于治学范围比较宽，知
识领域比较广，在某些专门研究的工作方面，实际上已做了发凡起例、开辟途径的功夫，给专精的学
者们指出了研究方向和下手方法，这种功绩是不可湮没的，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博通与专精二者的看
法。有的学者曾说：“张舜徽学术最基本的特点是‘博通’，这可从两方面去看：一个是学术求通，
一个是走广义文献学之路，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通’字。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张舜徽以‘通才
’著称，像他这样博通‘经’、‘史’、‘子’、‘集’四部学问并且对于每部学问皆可以名家者，
在当代学者中确是屈指可数、寥若晨星。”“只要深入认识、理解张舜徽学术的‘博通’特点，其他
特点都可以联系起来得到说明。”这个分析，是很精辟的，一语道出了张舜徽治学的志趣及其学术成
就之关键。他早年在兰州大学，晚年在山东大学、扬州师范学院为文史两系诸生作演讲，主题只有一
个，就是“博通”。这是张舜徽毕生汲波以求的治学志趣，也是他对青年学子今后成长的殷切瞩望。
　　二、张舜徽学术思想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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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介绍大师的学术的时候总让我等不学无术者觉得大汗不敢出，但是想想还是应该树立信心，才
不连介绍都仰人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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