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学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802118034

10位ISBN编号：7802118034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民国）马瀛

页数：36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国学概论》

前言

　　自欧西学术流入我国，老师宿儒虑旧有学术曰就荒落，立中学帜，与西学抗衡。或美其名曰国粹
，或核其实曰国故。及新学制课程颁行，设国学概论科目，遂为定名矣。十五年春，忝主宁波效实中
学国文讲席，时初设是科，仓卒不得书，乃采集典籍，勉自编之。因忆十二三岁时，诵《五经》、《
四子书》甫毕，先君授以张文襄《猶轩语》、《书目答问》，曰：“由是求学，犹库藏之得管钥也。
”复指插架《说文》、《经典释文》、《康熙字典》、《经籍纂诂》、《礼书通故》诸书，曰：“此
治卯之炉锤也。”稍长，入学校，守此弗敢失。夫学至广博，经哲文史而外，何莫非学，岂一帙所能
尽？唯授以管钥，付以炉锤，俾自启库治，多若寡，任其量取携，斯可已。孟子谓大匠能予人以规矩
，不能予人巧孔子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规矩者，方法也利器者，工具也。窃本斯意，掇拾成
编。初不过为学子济一时饥渴计也。今年夏，大华书局朱君睹讲稿，谓可饷初学，促付梓人。越六月
，梓成，索序，书此畀之。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　　马瀛作于甬江寓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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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概论》

内容概要

《国学概论》共分三编：绪论一编，先将国学定义、范围、分类等叙明，次述研究国学应抱之态度及
其效用；第二编详列研究国学方法；第三编汇集研究国学应具之各种学科；唤起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
。《国学概论》原为高中文科讲义，故可为高中各级学生教本。一般喜研究国学者，也可为自修或参
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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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概论》

章节摘录

　　第十二章 统计　　何谓统计？即搜集同类之人物事实，以时代、籍贯、等次、学派、经历、发见
等分别之，综合为种种数目，而观其大较，俾知兴衰变化之绩也。简言之，即观察各种事物之平均状
况而已。晚近此种方法应用最广，无论何种学术，何种事实，莫不列为种种统计表，吾人欲研究此种
学术，或欲考察此种事实，只须观其统计表，则其本来之面目，无不了然于心目中。如欲考察现代社
会之状况.则一检统计年鉴，即可知之矣。此统计方法，所以为学术界所重视也。　　研究国学，应用
统计方法者，最早当推汉之班固。班氏于《汉书》中列有《古今人表》，自太吴宓羲氏起，至嬴秦灭
亡止，凡见于典籍中之人物.分列九等.比较而观察之。虽其分别等次，全用主观，本不足为凭；又上
上以至下下，其界限本难区别，圣仁智愚之标准.亦随时代环境而转移，毫不足依据。然吾人观察此表
，可以见儒家品评人物之一般；至少亦可窥见孟坚一人之学识。　　数年前提倡平民教育之时，教育
家如陶知行、晏阳初等，皆主张平民课本中所用之字，应有一定之限度。于是搜集小学教本、通俗小
说、报章、尺牍等最习见之字，统计各字发见之次数，最后选得发见次数多者千余字，编成课本。此
亦应用统计方法之一也。厥后余编纂《平民字典》之时，亦应用此方法，而选得习见者四千余字，列
入《平民字典》之中。后余阅读各种浅近书籍之时，又时时检查书中之宇，曾否收入字典之中，则已
收入者实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于是益信统计之方法，对于吾人研究学术，为至有功效也。　　第一节
前人已作之统计　　统计方法虽可应用于国学全部，然究以应用于史学方面为最有效.且有无穷之意味
。清初顾栋高应用此法，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以全部《左传》之事迹，分类归纳而统计之，为
时令、朔闰、长历拾遗、疆域爵姓存灭、列国地理犬牙相错、都邑、山川、险要、官制、姓氏、世系
、刑赏、田赋、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王迹拾遗、鲁政下逮、晋中军、楚令尹、宋执政、
郑执政、争盟交兵、城筑、四裔、天文、五行、三传异同、阙文、吞灭、乱贼、兵谋、引据、杜注正
伪、人物、列女四十表。旁行斜上，经纬成文，使参伍错综者尽归于条贯，学者一检其表，而春秋时
之现状，灿若列眉，了如指掌矣。　　近时丁文江、梁启超应用此法而统计历史上人物之籍贯及古世
探求佛学之人物，颇有趣味。今介绍丁氏之说于下，以为学者统计方法之参考：　　丁氏将《汉书》
、《后汉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中有传之人物，调查其籍贯，分配之于现今之各省
；再将列传之总数、按照各省之人数，列成百分率。便如两《汉书》共传六百六十五篇，计河南人二
百零九.得百分之三一点四三。山东人一百十八，得百分之一七点七五。湖南仅二人，得百分之零点三
。福建仅一人，得百分之零点一五。广东、云南、贵州等则并一人而无之。全表皆用此方法推算。于
此表中.可得数条最后之原则：　　（1）凡帝都所在之地，人物往往特多。例如后汉之河南，得百分
之三十七而强，唐之陕西，得百分之二十一而强。北宋之河南，得百分之二十三而强。南宋之浙江，
得百分之二十二而强。但其中有两例外，即前汉之陕西，仅得百分之十，居第四位。明之直隶，仅得
百分之七，居第五位。此盖开国之初，功臣卿相，大抵丰、沛故人，非异地人所得而拟也。　　（2
）南北升降之迹甚为显著。如山东、陕西、直隶、山西等省，汉、唐时平均比例，皆在百分之十以上
，多者至百分之二三十以上。宋、明以后，皆降至百分之十以下，平均不过百分之五六。中唯河南尚
得保持平度，然亦有降下之趋势；反之，如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汉、唐时百分比例甚少，
以次渐升，至明则皆升至百分之十以上。此种现象，盖与宋南渡后南方之人工开发，及蒙古侵入后北
方之铁蹄蹂躏皆有关系也。然人民之自身猛进及退萎之精神.要亦不容忽视。　　（3）原则上升降之
数，皆由渐变，然其间亦有突进者。例如四川在前汉不及百分之二，后汉忽升至百分之六。浙江在唐
以前不过百分之二三，北宋忽升至百分之八，南宋忽升至三百分之二十三。江西在唐以前不满百分之
一，北宋忽升分之五以上，南宋忽升至百分之十三以上。福建情形，与江西略同。此种现象，盖因上
列诸省，其初本离文化中心点辽远，不易被及。然经数千年之酝酿，已有勃发之势；故一经文化接触
，遂突然而前进也。

Page 6



《国学概论》

精彩短评

1、很实在的一本书，对于专门研究的学生或自学国学的人来讲是本很好的引导入门书，提纲挈领，
醍醐灌顶。推荐！
2、好书！！有见地的大家之作！！
3、曾经的高中教材，而今仍有其价值。20091224
4、在西学渗透的年代，民国宿儒给学生写的课本
5、其实这本书并不是讲国学的基础知识的，而是讲国学的研究方法的。所以它是关于国学是什么，
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国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国学研究的方法与工具的书。一般想赶时髦，开心
学国学的人可以不必读这本书，因为读起来实在索然无味。但是对于真正想去了解我国的古籍的人来
说，这本书是很好的入门书。看过他的介绍，再面对浩如烟海的我国典籍，应该不会再感到无从着手
了。大约现在学校里的老师也没有心情去列这么详细的一个国学必读书目了。推荐给对中文和中国文
化真正有兴趣的朋友。
6、点面俱到，深入浅出。學力未達，讀此入門之作，難能可貴者，民國時人頗具現代眼光。雖間有
字之錯漏，讀畢亦可稍增對國學之認識。乙未 六月十四日
7、作者之博学，令人叹为观止。原先是在图书馆借阅的，本想做一些摘抄，结果显然抄不完，况且
该书本身就是教学讲义，就是提纲式的材料，所以立刻就上网购买了——此书一般的书店是没有的。
读此方知国学之浩大，亦可知国学之范围，也就是“于止，知其所止。”可惜没有时间依书中内容一
一尝试。

Page 7



《国学概论》

精彩书评

1、第十二章 统计　　何谓统计？即搜集同类之人物事实，以时代、籍贯、等次、学派、经历、发见
等分别之，综合为种种数目，而观其大较，俾知兴衰变化之绩也。简言之，即观察各种事物之平均状
况而已。晚近此种方法应用最广，无论何种学术，何种事实，莫不列为种种统计表，吾人欲研究此种
学术，或欲考察此种事实，只须观其统计表，则其本来之面目，无不了然于心目中。如欲考察现代社
会之状况.则一检统计年鉴，即可知之矣。此统计方法，所以为学术界所重视也。　　研究国学，应用
统计方法者，最早当推汉之班固。班氏于《汉书》中列有《古今人表》，自太吴宓羲氏起，至嬴秦灭
亡止，凡见于典籍中之人物.分列九等.比较而观察之。虽其分别等次，全用主观，本不足为凭；又上
上以至下下，其界限本难区别，圣仁智愚之标准.亦随时代环境而转移，毫不足依据。然吾人观察此表
，可以见儒家品评人物之一般；至少亦可窥见孟坚一人之学识。　　数年前提倡平民教育之时，教育
家如陶知行、晏阳初等，皆主张平民课本中所用之字，应有一定之限度。于是搜集小学教本、通俗小
说、报章、尺牍等最习见之字，统计各字发见之次数，最后选得发见次数多者千余字，编成课本。此
亦应用统计方法之一也。厥后余编纂《平民字典》之时，亦应用此方法，而选得习见者四千余字，列
入《平民字典》之中。后余阅读各种浅近书籍之时，又时时检查书中之宇，曾否收入字典之中，则已
收入者实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于是益信统计之方法，对于吾人研究学术，为至有功效也。　　第一节
前人已作之统计　　统计方法虽可应用于国学全部，然究以应用于史学方面为最有效.且有无穷之意味
。清初顾栋高应用此法，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以全部《左传》之事迹，分类归纳而统计之，为
时令、朔闰、长历拾遗、疆域爵姓存灭、列国地理犬牙相错、都邑、山川、险要、官制、姓氏、世系
、刑赏、田赋、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王迹拾遗、鲁政下逮、晋中军、楚令尹、宋执政、
郑执政、争盟交兵、城筑、四裔、天文、五行、三传异同、阙文、吞灭、乱贼、兵谋、引据、杜注正
伪、人物、列女四十表。旁行斜上，经纬成文，使参伍错综者尽归于条贯，学者一检其表，而春秋时
之现状，灿若列眉，了如指掌矣。　　近时丁文江、梁启超应用此法而统计历史上人物之籍贯及古世
探求佛学之人物，颇有趣味。今介绍丁氏之说于下，以为学者统计方法之参考：　　丁氏将《汉书》
、《后汉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中有传之人物，调查其籍贯，分配之于现今之各省
；再将列传之总数、按照各省之人数，列成百分率。便如两《汉书》共传六百六十五篇，计河南人二
百零九.得百分之三一点四三。山东人一百十八，得百分之一七点七五。湖南仅二人，得百分之零点三
。福建仅一人，得百分之零点一五。广东、云南、贵州等则并一人而无之。全表皆用此方法推算。于
此表中.可得数条最后之原则：　　（1）凡帝都所在之地，人物往往特多。例如后汉之河南，得百分
之三十七而强，唐之陕西，得百分之二十一而强。北宋之河南，得百分之二十三而强。南宋之浙江，
得百分之二十二而强。但其中有两例外，即前汉之陕西，仅得百分之十，居第四位。明之直隶，仅得
百分之七，居第五位。此盖开国之初，功臣卿相，大抵丰、沛故人，非异地人所得而拟也。　　（2
）南北升降之迹甚为显著。如山东、陕西、直隶、山西等省，汉、唐时平均比例，皆在百分之十以上
，多者至百分之二三十以上。宋、明以后，皆降至百分之十以下，平均不过百分之五六。中唯河南尚
得保持平度，然亦有降下之趋势；反之，如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汉、唐时百分比例甚少，
以次渐升，至明则皆升至百分之十以上。此种现象，盖与宋南渡后南方之人工开发，及蒙古侵入后北
方之铁蹄蹂躏皆有关系也。然人民之自身猛进及退萎之精神.要亦不容忽视。　　（3）原则上升降之
数，皆由渐变，然其间亦有突进者。例如四川在前汉不及百分之二，后汉忽升至百分之六。浙江在唐
以前不过百分之二三，北宋忽升至百分之八，南宋忽升至三百分之二十三。江西在唐以前不满百分之
一，北宋忽升分之五以上，南宋忽升至百分之十三以上。福建情形，与江西略同。此种现象，盖因上
列诸省，其初本离文化中心点辽远，不易被及。然经数千年之酝酿，已有勃发之势；故一经文化接触
，遂突然而前进也。 ·
2、自欧西学术流入我国，老师宿儒虑旧有学术曰就荒落，立中学帜，与西学抗衡。或美其名曰国粹
，或核其实曰国故。及新学制课程颁行，设国学概论科目，遂为定名矣。十五年春，忝主宁波效实中
学国文讲席，时初设是科，仓卒不得书，乃采集典籍，勉自编之。因忆十二三岁时，诵《五经》、《
四子书》甫毕，先君授以张文襄《猶轩语》、《书目答问》，曰：“由是求学，犹库藏之得管钥也。
”复指插架《说文》、《经典释文》、《康熙字典》、《经籍纂诂》、《礼书通故》诸书，曰：“此
治卯之炉锤也。”稍长，入学校，守此弗敢失。夫学至广博，经哲文史而外，何莫非学，岂一帙所能
尽？唯授以管钥，付以炉锤，俾自启库治，多若寡，任其量取携，斯可已。孟子谓大匠能予人以规矩

Page 8



《国学概论》

，不能予人巧孔子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规矩者，方法也利器者，工具也。窃本斯意，掇拾成
编。初不过为学子济一时饥渴计也。今年夏，大华书局朱君睹讲稿，谓可饷初学，促付梓人。越六月
，梓成，索序，书此畀之。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　　马瀛作于甬江寓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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