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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师叔雅先生，学贯中西，识鉴古今，诗文兼擅，校补群书，博学审伺，慎思明辨如先生者，诚
学界之翘楚也。其《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斟补》等学术专著，早巳饮誉学林，名
重海内，唯其诗文杂著则鲜为人知，盖因年代久远，往昔见诸报刊者，后人未能达览；或因传抄于师
友之间而尚未面世，以至明珠尘封而光泽未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刘文典全集》出版，除诸校勘
专著之外，翻译著作及部分诗文书信，俱已收入，然其著述尚有遗漏者，未能称完璧也。尔后，经先
生哲嗣平章君及诸友人之努力，查阅报刊，多方求索，又获诗文多篇，加以董理校辑，与《全集》中
已收录之部分诗文，合为《刘文典诗文存稿》出版，既可补《全集》之缺，亦足以餍读者之所需。读
者当可进步认识先生之学识与人品。　　先生青年时代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受民主思想之熏陶，立志
爱国，抗日战争期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面对日本侵略，山河破碎，其拳拳爱国之心，溢于文字之表
，读其政论与时事述评诸文，则其对侵略者之仇恨，对祖国之热爱，俱跃然纸上。先生之人品由此可
见。先生早年师从刘师培、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师出名门，学养深厚，眼界开阔，故虽以校雠之学卓
尔成家，然先生之学不囿于隅，哲学文化，文学艺术，音韵文字，俱广泛涉猎，并力主中西沟通，古
今融汇。于国学则博通经史，于西学则谙熟唯物唯心之论，精通生物进化之学，文史哲兼解融通。先
生治学之道，当为后世所师法。先生自幼聪慧，读书勤奋，博闻强识，非但专攻学术，且才思敏捷，
文采飞扬。或以白话文写作，议论时政，激扬文字，慷慨激昂，酣畅淋漓；或寄兴于诗词，纪事于碑
诔，伤时感事，婉转沉郁，文字典雅，音韵铿锵，吟咏之间令人唱三叹。除此之外，《存稿》中或论
治学之道，或谈音韵训诂之学，或作读书笔记，或撰序跋短文，篇什虽小而精义迭出，知识广博而慧
眼识珠。语云：“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叔雅先生之诗文，俱本情性而作，读其诗文，则其学术人
品可知矣！《存稿》与《全集》珠联璧合，叔雅先生之道德文章与学术成就，俱足以窥其全豹，而先
生之风亦宛如常青松柏，可永昭示后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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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文典诗文存稿》主要内容：或谈音韵训诂之学，或作读书笔记，或撰序跋短文，篇什虽小而精义
迭出，知识广博而慧眼识珠。语云：“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叔雅先生之诗文，俱本情性而作，读
其诗文，则其学术人品可知矣!《存稿》与《全集》珠联璧合，叔雅先生之道德文章与学术成就，俱足
以窥其全豹，而先生之风亦宛如常青松柏，可永昭示后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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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前我们中国人看见西洋人驾了轮船、开起大炮打来，我们共鼓、货狄刳木为的舟，僮做的弓，
浮游的矢，是万万敌他不过；又看见铜壶不如钟表，火柴胜似钻燧，于是不能不承认西洋人有术。然
而这“术”字里面还含得有“邪术”、“魔术”的意味。后来渐渐晓得轮船钟表的机括也不过是铜铁
打造，弹药火柴的原料也不过是硫磺、硝、磷等物制成，就不能不承认西洋人有艺术，不能不承认他
的艺术比我们高强了。但是却还不晓得西洋人也有学，更不晓得他们的学比我们的精深。　　后来渐
渐也有人晓得，轮船、大炮、钟表、火柴都不是一个巧工能凭空创造出来的，都是数学、物理、化学
的产物，于是也就渐渐有人肯去研究那“声光电化之学”。虽是为了种种原因，没有人真能深造，却
也略略尝着了近世自然科学的滋味。这时候的人士，都以为西洋人的学，只有“声光电化之学”，至
于那“修齐治平之道”、“身心性命之学”，究非西洋人所能有的。若是有人向他们说，西洋人除了
这些自然科学之外，还有那极精深的文化科学，恐怕未必有人肯信哩。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句话，在几十年前，差不多是个不可动摇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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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老头有点意思。56年党八大，他引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捧党的政治协商制度。
2、过去谈刘文典，只晓得他的狂，今日才看到此人头脑少有的清醒。文史烂熟自不用说，他对自家
学术优劣以及世界学术潮流的走势都有着清楚的判断，这就不是固守于一二种书的学者可比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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