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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考辨》

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了余英时的6篇文章：《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
《评关于钱谦益〈诗史》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脉络中的医学观念》《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
与意义》《方以智晚节考》。这些都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著作和历史真实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
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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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考辨》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
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
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
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
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
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
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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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考辨》

书籍目录

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评关于钱谦益的“诗史”研究中国古代思
想脉络中的医学观念——李建民《生命之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序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
意义增订版自序余君英时《方密之晚节考》序(钱穆)方以智晚节考自序方以智晚节考——桐城方密之
先生殉难三百年纪念方中履及其《古今释疑》——跋影印本所谓“黄宗羲《授书随笔》”方以智晚节
考新证方以智死节新考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方以智晚年诗文辑逸方以智晚年诗文辑逸续篇(辑自《青原
山志略》)重要参考资料选辑方中通《陪诗》选抄(汪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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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考辨》

章节摘录

　　一、历史背景——道光时代(1821～1850)的学术界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他的成学则
在道光时代。我们必须对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状况有一个概括的认识，然后才能了解曾国藩的学
术渊源之所自。近人王国维说：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成以
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成以降之学新⋯⋯。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
稍偏至者⋯⋯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
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两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如
龚瑶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成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
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王国维论道光、咸丰以降的学术新路向，因限于寿序的文体，仅举龚自珍
、魏源的今文经学为代表，但他在嘉庆与道光之间截然划一学术史上的分界，则是十分确切的。　　
所谓道光学术之“新”，本相对于乾嘉而言。乾嘉的经学考证以“汉学”为标榜，当时几乎有“定于
一尊”的趋势。袁枚(1716～1798)说：“近今之士，竞争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豪
健者尤争先焉。”这是亲见汉学盛世的人的证词。下及嘉庆时期，情况依然未变。满清宗室昭梿(1780
～1833)在嘉庆二十年(1815)左右写的《啸亭杂录》中记载：　　自于(敏中)、和(坤)当权后，朝士习为
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
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碹)《读书记》(按：“记”当作“录”)及胡居仁《居业录》
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资本耳!”伤哉是言
，主文衡者可不省欤?(卷十“书贾语”条)嘉庆时北京书店竟买不到理学的书，如果不是看到这条笔记
，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汉学考证的独霸之局，进入道光时期，便开始瓦解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在消极方面，乾隆时代的最后几位大师都在嘉庆年间死去了，如钱大昕死在嘉庆九年(1804)、程瑶
田死在嘉庆十九年(1814)、段玉裁死在嘉庆二十年(1815)。道光初年，虽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尚存，
阮元(1764～1849)更是经学考证的有力护法，但汉学盛极而衰，它的霸权毕竟不能维持了。最有象征
意义的一件事莫过于方东树在道光六年(1826)写成《汉学商兑》一书(刊于道光十一年[1831])。方氏是
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光初年，他正在广州阮元的幕府中。《汉学商兑》完稿后，他即献之阮元求
教。这是一部最有系统的反汉学的著作，作者深入汉学堂奥，入室操戈，所以刊行后引起重大的反响
。清末李慈铭颇为汉学辩护，但他也不能不承认方氏“颇究心经注，以淹洽称，而好与汉学为难。《
汉学商兑》一书，多所弹驳，言伪而辩，一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汉学之焰，几为之熄”自然
是一句夸大之词，但《汉学商兑》确是正式向汉学霸权挑战的一个信号，这就表示道光以后中国学术
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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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考辨》

编辑推荐

　　《历史人物考辨》收入了余英时的2篇文章《曾国藩与&quot;士大夫之学&quot;》、《方以智晚节
考》，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著作和历史真实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
、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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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考辨》

精彩短评

1、修行115th，本书为几个中篇论文和方以智晚节考的合集，是广西师大余英时十卷本文集的第九本
，看得汗流浃背，中篇尚好，方以智一书委实太过学术，读来艰难，逻辑思维经常跟不上，或者抓不
住余公论证一事的目的，学问还是太浅啊
2、史学啊史学
3、重点是对曾国藩读书为学之道的评价
4、几近完美，只是语言有些瑕疵~
5、看此書後我深感自己是文盲
6、《方以智晚节考》精彩！
7、:C53/8946#9
8、科举 曾国藩
9、史家本色
10、总觉得余活在前辈学人的阴影之下
11、太专业，没兴趣。正本关于科举的部分有点意思。
12、余英时 
13、读过曾国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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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考辨》

章节试读

1、《历史人物考辨》的笔记-第1页

               读余英时的书还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在逼仄的老校区图书馆，借了一堆余英时以及秦晖的作品
。主要当时对社会学突然很感兴趣，于是就兴冲冲的跑到图书馆钻了半天，才从混乱的书目里挖出来
落满灰尘的新书。可以说那时候心里充满阳光，还沉浸在研究生入学的喜悦中。

    可惜很遗憾鄙人功力不够，所借秦晖的书基本能看懂，至于余英时的《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下
册不甚理解，《历史人物考辨》读起来也很艰涩。可能因为余英时先生身处体制外，也不需要迎合某
些组织的意识形态，所作书也不符合我们这种典型犬儒的思维方式。那时我就在想也许我就不是作学
问的料，窗外的事物学都学不明白。这也让我异常难过。于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书也过了期限回
归图书馆了。

    从还了书的那天起，便看起专业课的《左传》，还自己去文轩买了几本看似很文艺的书，《扬雄及
其太玄》之类。每天除了上不多的课，吃饭睡觉，就是和某人在校园里转转然后回宿舍和吴志成开语
音打dota聊天。自然看书时间大大减少，不过有时候宿舍安静的时候就躺在床上拿起《春秋左传注》
沉浸在2000多年前的历史中，偶尔惊觉，不知今兮何兮，感慨万千。

    当然读书生涯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经世致用，好比王阳明一样学以致用，靖难建功。眼看本命
年2011开始，当初的喜悦也逐渐冷却，随之而来的是无限迷茫。空怀一颗奋斗的野心却无处挥洒。我
也很想拥有一个铁饭碗然后去发财。这样就可以给我爱的人们一个轻松的生活，让我爱的人们以我为
傲。可惜很多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困难重重。不想浮躁也难抵浮躁的侵染。再过2年就该正式步入
社会，当年我爸就是这个年纪有的我。所以珍惜青春、克服浮躁是我今年的首要任务。

    笔记变成吐槽不是本意，我想说的是，同志们！再不抓紧爱和奋斗我们就老了！
    打起精神、调整状态。2年后罢盏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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