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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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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新校本)》系钱穆先生就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
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当时之新学术，讨论中国学术传统之作。指出新旧学术本属相
同，互有得失。读罢此书，读者自可明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史之相异处，亦可由中国学术旧传统，迎
合时代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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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作者简介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
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
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
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先生
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
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
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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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书籍目录

序
略论中国宗教 一
略论中国宗教　二
略论中国哲学　一
略论中国哲学　二
略论中国科学　一
略论中国科学　二
略论中国心理学　一
略论中国心理学　二
略论中国史学　一
略论中国史学　二
略论中国史学　三
略论中国史学　四
略论中国考古学
略论中国教育学　一
略论中国教育学　二
略论中国教育学　三
略论中国政治学　一
略论中国政治学　二
略论中国社会学　一
略论中国社会学　二
略论中国文学
略论中国艺术
略论中国音乐　一
略论中国音乐　二
略论中国音乐　三
略论中国音乐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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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继孔子而起者有墨翟。儒墨成为先秦思想之两大派。墨翟言“兼爱”，与孔子言“仁”有
不同。孔子言爱有分别，朱子言“仁者爱之理”是已。兼爱则是一无分别爱，故曰：“视人之父若其
父。”既不主分别，乃亦不言礼。发明孔子言仁，不得忽略此礼字。墨子非礼又“尚同”，孔子则“
尚别”，其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故孔子又日：“必也正名乎。”名即其别也。若谓
视人之父若其父，则父之名已不正。于是墨家之后乃又有名家，其论名，则与孔门儒家言又不同。然
则讨论孔子思想，必当以与孔子相反之墨家作参考。而衡量墨家思想，又当以后起儒家之与墨家相驳
辨者作论点。要之，中国思想属“共同性”，属“一贯性”，即儒墨相反，亦犹然。而后起儒家言礼
又有主张“大同”者，则在儒家思想中又渗进了墨家义。孟子曰：“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乃后起儒家，又转引墨义来广大儒义，即大同之说是也。此见中国思想特富“和合性”。故治中国思
想必当就中国思想之发展与演变中来说。苟以治西方哲学之态度与规则来治中国思想，则实有失却真
相处。 儒墨之后又有道家。兹据《老子》为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
子特举“道”与“名”两词，其实即据儒墨之所争而言。不通儒墨，即无以通《老子》。老子又曰：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此处老子
所用道、德、仁、义、礼各词，皆承儒家言，而意义各不同。又老子此处反礼则同墨，是则儒、墨、
道三家，在当时实同具有共通性，一贯性，而亦并有其和合性，与西方哲学之各自成为一专家言者，
又大不同。 继《老子》之后有《中庸》，其书当出秦代，为治中国思想哲学者所必究。而其书收入《
小戴礼记》中，则治中国思想哲学者，绝不当置礼于不问，此又一证矣。《中庸》言：“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天、命、性、道、教五字，皆前人所熟论，而《中庸》承之。子贡
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但孟主性善，荀主性恶，皆力言性。天命犹言天道，孔子
所不言，墨与道始言之。庄老道家不言性，专言道。苟子言庄子“知有天不知有人”，则庄老所言皆
天道，非人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庄老言道，即言自然。孟子曰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则此“天”字亦犹指自然。《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斯性亦犹自
然，是在儒家言中已融人了道家义。又《中庸》言：“率性之谓道。”此道始是人道，而连上句言，
则天道人道亦一而二，二而一矣。是则虽同用此“天”字、“道”字、“性”字，而内涵意义则各有
别，此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旨也。是则儒家之显用道家义，又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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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新校本)》乃钱穆先生就当时新学术研讨中国学术传统之作，将近代国人所承认
之新学术、新门类及新观念，比照旧传统，指出其本属相同及互有得失，既具体条举诸例，并逐条详
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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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精彩短评

1、内容不错，就是都是比较专业的词汇进行描述的，看起来要有耐心的。
2、推展知识面买得。
3、是繁体就好了！
4、很有启发性、思想性。钱先生能算得上大家，思想也很深刻，细加分析能够体会到中国文明的精
髓。清华经管2013春季课程《中国文明》教材
5、大师版本不错
6、钱穆的书，总是给人新的启发，引人思考。九州的版本也相当好。
7、本书系钱穆先生就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
、艺术、音乐等当时之新学术，讨论中国学术传统之作。指出新旧学术本属相同，互有得失。读罢此
书，读者自可明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史之相异处，亦可由中国学术旧传统，迎合时代新潮流
8、不仅了解现代中国学术，还可以了解一些中西方文化比较
9、对各类社科文化都会有钱穆式的解释，总能自圆其说，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对传统文化的价值
的观点。
10、极力推荐，很值得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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