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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案史》

前言

中国历代史籍，不唯以浩如烟海而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还以其编纂体裁的完备而自豪于世。编年、纪
传、纪事本末若三足鼎峙，源远流长，争奇斗妍，为史籍编纂确立了基本格局。其间所派生的各种专
史，或通古为体，或断代成书，或记一族一姓，或述一地一时，博及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诸
领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晚近以来，又融域外史籍编纂之精华为我所有，推陈出新，别辟蹊径，
开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新局面。作为古代学术史的特有编纂形式，学案体史籍的兴起，是宋、元以
后的事情。南宋朱子著《伊洛渊源录》开其端，明、清间周汝登、孙奇逢以《圣学宗传》、《理学宗
传》畅其流，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乾隆初，全祖望承宗羲父子未竟之志成《宋元学
案》，学案体史籍臻于大备。清亡，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辑《清儒学案》，学案体史籍至此极度成熟
。梁启超并时而起，融会中西史学，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别开新境，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
案体之一页，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谈中国学案史而推祖于朱熹《伊洛渊源录》，自梁启超先生首倡
，今日已成史学界共识。然若究其发轫，则渊源甚远，来之有自。诸如先秦诸子之述学，汉唐纪传体
史籍的挺生，佛家宗史、灯录的风行，北宋中理学的崛起，等等，凡此皆从不同角度为其提供了文献
学和思想史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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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案史》

内容概要

《中国学案史》是著名学术史专家陈祖武先生所著，远溯先秦诸子、史汉儒林，上起南宋（伊洛渊源
录），下迄民国问（清儒学案），对我国学案体史籍的演变源流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梳理，是近三十年
问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创获。全书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宛若与读者同行山阴道上，妙趣横生，
目不暇接。品读该书，既可丰富读者的文化生活，同时对人文学科相关课程的讲授，亦不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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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案史》

作者简介

陈祖武，一九四三年十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一九六五年七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夫
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所长。
　　主要学术专著有：〔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旷世大儒顾炎武〕、〔乾嘉学术
编年〕、〔乾嘉学派研究〕等，以及大量古籍整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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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案史》

书籍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学案体史籍溯源
一、先秦诸子论学术史
二、《史记》、《汉帖》的发凡起例之功
三、佛教史籍提供的借鉴
第二章 学案雏形的问世
一、撰述背景
二、《伊洛渊源录》之成书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学术价值
第三章 阳明学与《圣学宗传》
一、道学统绪的延伸
二、阳明学的崛起
三、周汝登与《圣学宗传》
第四章 理学危机与晚明学术
一、理学营垒中的“由王返朱”声浪
二、经世思潮的兴起
三、晚明的中西文化交流
第五章 明清更迭与《理学宗传》
一、明清更迭与清初社会
二、清初学术演进之大势
三、孙奇逢学行述略
四、《理学宗传》的结撰
五，编纂体例及其影响
第六章 《明儒学案》的里程碑价值
一、从党争健将剑学术巨擘
二、《明儒学案》成书时间商榷
三、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明儒学案》与《皂明道统录》
第七章 《宋元学案》的纂修
一、黄氏父子的创始之功
二、全祖望与《宋元学案》
三、《宋元学案》的刊行
第八章 从《理学备考》到《学案小识》
一、康熙间的三部《理学备考》
二、朱子学的独尊与化僵化
三、汉宋学术之争与《学案小识》
第九章 学案体史籍的殿军
一、会通汉宋以求新之晚清学术
二、徐世昌介议修书
三、夏孙桐与《清儒学案》
四、《清儒学案》举要
五、读《清儒学案》商榷
第十章 学术史著述的阳新
一、梁启超在学案与学术史间的抉择
二、钱穆与《清儒学案》
三、学案体史籍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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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案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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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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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案史》

编辑推荐

《中国学案史》学案体史籍，是我国古代史家记述，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特殊编纂形式，其雏形肇始
于南宋初，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完善和定型则是数百年后，清朝康熙中叶黄宗羲著〔明儒学
案〕，它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儒林传〕、〔艺文志〕，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
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所谓学案，就其字义而言，意即学术公案。〔公案〕本佛门禅宗语，前哲释作
〔档案〕、〔资料〕，至为允当。顾名思义，学案体史籍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
传略及学术总评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
所谓学术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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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案史》

精彩短评

1、印刷质量精力，内容堪称经典，非常喜欢。
2、各种学案书看之前，要先看此书
3、书一般，价格贵。
4、学案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陈祖武先生谦虚谨慎，文如其人。
5、值得文史研究者学习
6、这本书缺货了，我买到了，太好了。
7、陳先生可謂對中國“學案史”做了長程的梳理，對瞭解這一體例不無助益，但也正是這種追述顯
得有些牽強。在宋代開始出現的現象，很難想像它竟“萌芽”在秦漢，甚至先秦。所謂越成系統據事
實越遠，此之謂也？這大概是所謂專題研究都無法迴避的一個難題。
又陳先生試圖從“內在邏輯”的視角解釋清代思想史，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所謂“反理學思潮”最
終還是借“漢儒”完成的，強調清人與漢儒思想的一致性，事實上清人通過自身對宋明學術的反思而
得出的治學方法跟他們直接借用漢儒的方法是不同的，雖然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兩者有相通之處。

8、著名学术史专家陈祖武先生所著（中国学案史），远溯先秦诸子、史汉儒林，上起南宋（伊洛渊
源录），下迄民国问（清儒学案），对我国学案体史籍的演变源流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梳理，是近三十
年问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创获。
自毕业以来，心态所限，工作所限，鲜有机会和精力重温此类学术著作，要努力了
9、1）切入视角基本是历史编纂学或史学史；2）就学案论学案，缺乏社会分析和思想分析；3）主要
集中在几部大头学案体著作，对于个案性学案著作关注不够。4）学案的学术现代转型并不明朗。
10、学案的历史过去做的人少，收集在一起，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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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案史》

章节试读

1、《中国学案史》的笔记-書

        陳先生可謂對中國“學案史”做了長程的梳理，對瞭解這一體例不無助益，但也正是這種追述顯
得有些牽強。在宋代開始出現的現象，很難想像它竟“萌芽”在秦漢，甚至先秦。所謂越成系統據事
實越遠，此之謂也？這大概是所謂專題研究都無法迴避的一個難題。又陳先生試圖從“內在邏輯”的
視角解釋清代思想史，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所謂“反理學思潮”最終還是借“漢儒”完成的，強調
清人與漢儒思想的一致性，事實上清人通過自身對宋明學術的反思而得出的治學方法跟他們直接借用
漢儒的方法是不同的，雖然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兩者有相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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