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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经学与史学》

内容概要

《黄宗羲的经学与史学》得以付梓，完全有赖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支平老师的提携。当年蒙陈老
师之不弃，我才能来到这美丽的南方之强。只是毕业至今，匆匆已过数年，德业却两无所成，深感有
愧于师长与自心！
在我学术成长的路上，还有许多师友曾多次无私地提供帮助。我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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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需要指出的是，王门后学固然有其流弊，也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王艮、颜山农、何心隐、李贽
等人强调人自心自性的醒悟，宣扬离经叛道，要求人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要求行为自由；鼓吹人
欲、私欲，要求物质利益；肯定心性无别，要求贵贱平等，引起众多人乃至平民百姓的共鸣。这种要
求人性解放的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有所反映，如汤显祖的言情说、袁宏道等人的性灵观以及空前繁
茂的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中的优秀之作，都宣扬了反封建礼法、追求人性解放的人文精神。　　二、
倡导经世致用的经史之学兴起　　明代嘉靖时期（1522-1566），可谓明皇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明
史》称“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
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②立国以来一直困扰统治集团的“北虏南倭”问题更加突出，成为心
腹大患；至于朝廷内部，则是辅臣之间互相倾轧，宦官横行专权；政治腐败，庞大的军费开支、税制
的混乱和接连不断的天灾，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对此，当时的御史杨爵（1493-1549）在嘉靖
二十年就曾上疏指出：“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
方且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壤极
矣。诤臣拂士日益远，而快情恣意之事无敢龃龉于其间，此天下大忧也。去年自夏入秋，恒肠不雨。
畿辅千里，已无秋禾。既而一冬无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忧旱之心远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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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目验，就是社科院陈祖武那帮人的搞法，对非理学方向的同学来说没什么意义。
2、厦大这套书里面有几部精品，这本书还没有完全读完，只能说选题是传统史学里比较重要的一个
主题，很有兴趣。
3、很不錯的參考書。分析框架和範疇都不能完全超出傳統儒學，論述前後重複也很多，但是對問題
的敏感度比同類研究好，對材料的的語境和重要性熟，所以能包括不少好材料和相關的人物線索進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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