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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前言

（一）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
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
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
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
，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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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内容概要

《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全书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
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
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可谓气势磅礴，思路明晰，有如一气呵成，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
的一件珍品”。本次出版，选用的是朱维铮校订本，并改正了一些错误。
丛书介绍：
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晚清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人文学术勃兴，名家辈出，
产生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著述，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
。由于诸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久不再版，一书难觅，有的版本繁杂，错漏时见。有鉴于此，我们
特组织出版“跟大师学国学”书系，从这些学者名家、国学大师的著作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简
明扼要的作品，仔细编校，统一装帧，分批推出，以飨读者。
我们所选书目，大多数是一版再版的经典著作，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
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另有一部分，出自当日名家，影响很大，有的多次重印，但1949年以后未再重印
，借此次整理出版的机会，我们将之重新推荐给读者朋友。这些书，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
，不作高头讲章，也不掺杂教条习气。我们希望，本书系在新的时代，能够帮助今天的年轻人熟悉自
己的经典，认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
“跟大师学国学”第二辑于2010年1月推出，包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孟森《清史讲义》、梁启
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和《清代学术概论》、曹伯韩《国学常识》、胡朴安《文字学常识》、诸
宗元《中国书画浅说》、俞陛云《诗境浅说》等八种。
上架建议：
普及读物，国学，传统文化
本书系卖点：
1，大师精品： 文化名家历经半个世纪而熠熠生辉的好书，是年轻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首选读物。
2，增补内容： 增补作者相关文章或名家评论文章，比其他社版本大大增值。
3，定价低廉： 回馈年轻读者朋友，单本定价最低至10元。
4，编校可靠： 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编审把关，文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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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书籍目录

《清代学术概论》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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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时代思潮]
二 [略论“清代思潮”]
三 [清学的出发点]
四 [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
五 [阎若璩和胡渭]
六 [黄宗羲和王夫之]
七 [颜元]
八 [梅文鼎、顾祖禹和刘献廷]
九 [由启蒙到全盛]
十 [考证学的“群众化”和惠栋学派]
十一 [戴震和他的科学精神]
十二 [戴门后学]
十三 [“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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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清代的“学者社会”]
十八 [清学全盛的时代环境]
十九 [桐城派与章学诚]
二十 [清学分裂的原因]
二十一 [清学分裂的导火线]
二十二 [清代今文学与龚魏]
二十三 [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的中心]
二十四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创作]
二十五 [梁启超的今文学派宣传运动]
二十六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分歧]
二十七 [晚清思想界一彗星——谭嗣同]
二十八 [清学正统派的殿军——章炳麟]
二十九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
三十 [晚清思想界一伏流——佛学]
三十一 [前清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异点]
三十二 [清代自然科学为何不发达]
三十三 [结语]
附录一 《清代学术概论》序
附录二 《欧洲文艺复兴史》序
附录三 校注本再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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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章节摘录

畅销书未必赢得雅俗共赏。某些俗不可耐的劣作，借助权力、金钱或“关系”，而被趋炎附势的所谓
传播媒介“炒”成畅销书，在中外的例证比比皆是。严格地说，作为总结清帝国二百六十七年学术变
迁史的《清代学术概论》，既非同类课题的首出之作，更非具有专门史经典意义的佳作。当然，梁启
超在清末民初的改革家兼政论家的名望，可能是促使本书畅销的一个原因。如胡适在一九二三年所撰
《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变迁大势》一文中，论及梁启超在清末《时务报》、《新民丛报》所作政论文
的效应所说的，“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但文章与学问，属于并
不同归的殊途。梁启超从学习桐城派古文而化出更为直捷明快的“新民体”，在自幼诵习八股制艺的
晚清读书人看来，确实有梁启超自赞的“魔力”①。但正如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倡导
的不缠足运动的效应那样，裹小脚的妇女抛弃裹脚布，固然是惊世骇俗的一种解放，而在提倡“天足
”的女权主义者看来，不再裹足的妇女依旧是“小脚女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论著提供的文
章范例，那种杂糅桐城派古文与《三国演义》之类小说文体的“新民体”，在清末虽被厌倦八股文程
式的青年学子激赏，但在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以后，自然也对读者越来越缺乏“魔力”。 可见，从本
书初版以来，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它不仅仍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
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而且在学者中间，它的价值也不断上升，乃至成了清学史研究必备的经典性名
著，那秘密当然主要不在文字。不消说，《清代学术概论》所以能够获得雅俗共赏的悠远效应，秘密
在于它的内容。梁启超不是思想家，但对中外古今的思想学说都极感兴趣。他也不是纯学者，但也许
饱受康有为教导的缘故，尤其爱好考察“学术源流”①。他是清末的改革家，民初更直接登上国内政
坛，直到去世前夜，不仅亲历了从戊戌维新到北伐战争的三十年间中国政局的一切变化，而且多次置
身于变化的漩涡中心。他是政论家，也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因而他的政论取向，不能不对他的历史
认识产生莫大的影响，反过来说也就是“以史论为政论”②，或者说他观察历史，总以他自己的政治
经验作为判断尺度。他其实并不隐讳这一点。《清代学术概论》的作者自序，劈头便说“吾著此篇之
动机”，首先是因为接受胡适的劝告，记述自己“实躬与其役”的晚清今文学运动云云，即为例证。
可见，《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史著作，同时也是梁
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作者曾在清末舆论界执牛耳的地位，本来就使人们对他在政、学两界的
实际经验感到好奇，并且不断歆动学者们的研究兴味，况且作者又强调，他自述这段历史，“纯以超
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他是否做到
了对于“史料上的梁启超力求忠实”①，容后讨论，但随着不忠实的风气愈来愈成为叙述与己有关的
历史的一种时尚，这种“精神”也愈来愈对读者具有吸引力，似也难以置疑。梁启超与“五四事件”
《清代学术概论》初稿问世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一年有半。以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
生涌到天安门前向北洋政府进行示威活动为开端的“五四运动”，它的历史取向与未来效应，海内外
学者仍然异说纷纭，但它的导火线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出卖“国权”，则无疑义。梁启超
没有直接卷入北京的“五四事件”，却可说是引爆这次事件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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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离开了他三十几年，再看他一生所著的几部得意之书，仍然是本本皆好，句句精彩。《清代学术概论
》何等扼要；《先秦政治思想史》何等公允；至于《佛教研究十八篇》，试问又有什么人能写得出来
？　　——历史学家 黎东方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有巨大之贡献。既富有渊博的
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　　——历史学家 周传儒《清代学术概论》，虽属
短书，形式又不合后世的学术教条，在出版后却在读者中不胫而走⋯⋯它又堪称一部天才论述，越是
离著作情境更远的读者，越易将它看作客观胜于主观的学术史佳作。　　——知名学者 朱维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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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编辑推荐

《清代学术概论》：跟大师学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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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精彩短评

1、学术价值非常高， 条理清晰，理清了清代学术发展脉络，并对一些代表性作家进行了论述。读后
收获很大，是了解中国古代学术史不可缺少的一本好书！希望能有更多象这本书那样的少废话，多实
在内容的学术著作问世。
2、这个书当然没得说了，，，
3、要细读
4、近代学者第一人，没有之一！
5、了解了一下。印象比较深的是颜习斋，戴震，章学诚，康有为！
6、文笔清爽,读来甚是畅快.基本能代表彼时对清代学术研究的前沿.至于任公之性情,则自是无需赘言.
顺道提一下,导读部分非常多余.
7、很好的一套丛书，希望坚持出下去
8、在南京晃荡了两天，把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读完。
9、其精华全在对考据学兴起和发展之介绍，但在对今文学、康有为的介绍中，并不能持客观的态度
。 另，这套书的纸质都很毛糙。
10、对课内文科的学习也相当有益。
11、写作此书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论证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地位吧。顾炎武才半章，而康梁同人写了三章
还是四章来着⋯⋯
12、不存在太多知识性的内容，但于清学的流变脑中多少有了大概脉络，任公条陈之功叫人佩服。而
清学的深刻由来于学风的扎实，这点也相当值得学习。如果没有朱维铮的注，这书怕是要减色不少，
所以我想说的是，做提要的读书法要学起来，能以自己的阅读启发他人阅读简直就是我这辈子最期待
的事情了！
13、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
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于儒，必兼读史。——摘自《清代学术概论》
14、然而，作为梁启超首选“招安”目标的胡适实际上却对梁启超不太服气。在写于1920年底或1921
年初给陈独秀的信稿中，他申辩道：“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
言！何以竟写出那封给孟和的决绝信！⋯⋯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
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
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
张？⋯⋯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33]由此可见，胡适清楚地知道，梁启超归国后
欲消解“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争取更多文化空间的种种举措，如办共学社、改造《改造》、四处讲
演等等，皆针对北大这批“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而来，故此虽然在私交上与梁启超甚为亲厚，但在
观点立场上拒绝与其合作。
 
　　梁启超的《概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在1920年秋，胡适与梁启超意见的分歧还未如胡适
在该年底所写的那封信那样表面化，意欲赢得胡适支持的梁启超对待他的建议自然十分郑重，所以9
月中旬，胡适因病在家静养，梁启超去看望他时，胡适提出对晚清今文学运动“宜有以纪之”，梁启
超便欣然从命。而更为重要理由是，梁启超本人也意识到对晚清思想界的追述对于他在当时思想界的
地位有诸多好处。他虽然想将“新文化运动”收编入自己的势力，然而，这毕竟已是二十年代初的知
识界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已经长成，并且牢牢控制了思想界的话语权，并不卖这位过气英雄的帐
。[34]梁启超虽然还有一班门生弟子为其摇旗呐喊，但他本人在思想上的活力却所剩无几了。因此，
若从正面攻击“新文化运动”，即使他能“贾起清末民初的余勇，再来大显身手”，也是敌不过以胡
适那班人的。于是，胡适的建议便给了梁启超新的灵感：何不借对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反思，重新
塑造自己在晚清思想界的形象，给自己的复出制造舆论呢？正巧梁启超正要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
兴史》作序，对清代学术作一综述，晚清学术界正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于是这篇六万多字的
长序便在十五天内杀青了。
 
　　不幸的是，梁启超尽管在《概论》辛苦构建的晚清思想界中重新回到了中心，但实际上他已经无
可挽回地走向了边缘。1922年，胡适等人办起了《努力周报》，并且与一批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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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结束了与研究系和国民党等党派间的暧昧关系，公开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俨
然思想界的中心，梁启超虽然对此不满，却也无可奈何。[35]另一方面，梁启超这段时间里在思想界
鼓吹的政治活动则屡遭失败。他竭力主张的国民制宪运动，虽然“成功”了，却是假手于贿选上任的
曹锟而成，最终演成了一幕荒唐滑稽的闹剧。他热情讴歌的废兵运动，虽然被他称作“‘五四’以后
第一次壮举，而且比‘五四’像是更进步”，[36]却在军阀混战的硝烟中演成了一幕徒劳无功的悲剧
。于是，原本还想恢复“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37]的梁启超，在“政论”
失意之余，便只能安心做个“学者”。1923年以后，梁启超便渐渐将精力转投到讲学著述中去了，任
教于清华学校、南开大学和后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并未因此而降低，相反声
望可能更大，但是，无可否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清学史研究领域内，《概论》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能够在如此短的篇幅内对清代学术作
了条理清楚的分析概述，梁启超表现了极高的史学素养。他对于清初诸大师及乾嘉学派的论断至今仍
是清学史研究的权威观点之一，即使是关于晚清的内容也有极大的价值，比如他对康有为和他自己的
批判。可是，如果看到梁启超的自我批判就相信梁启超所言“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从而得
出结论说梁启超写此书是“以‘求真求是’的思想指导”，[38]恐怕未能了解此书的深意。《概论》
论晚清思想界的内容实际是一部并非实录的“实录”，它受到了梁启超主观意愿的歪曲，如果忽视这
一点，就会忽视梁启超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无法还原他的实际处境。
 
　　然而，我们也并不能因为《概论》对晚清思想界的种种不实之论，而指责梁启超是个刻意捏造事
实以自矜的小人。梁启超最初作此文时可能本来便未曾将其视作信史，这只是他“以史论为政论”又
一次精彩表演，正如朱维铮先生对梁启超的评价所言：“他观察历史，总以他自己的政治经验作为判
断尺度”。[39]也正是因此，他会将这篇长文与大批政论文放在一起，在研究系的核心刊物《改造》
上发表。只是此文写成后诸方朋好交口称赞，皆将其视为“史”，梁启超也就顺水推舟对其进行了多
处修改，使其更接近真实，比如论章炳麟的一节，便是在胡适的要求下增补的。后来此书单行本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他又将其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作为计划中的《中国学术史》之一部分。“以
史论为政论”的初衷恐怕连梁启超自己都已经遗忘了。
 
　　此外，《概论》中的不实之处也可能并非是梁启超有意作伪。记忆往往因为心态的变化而受到歪
曲，梁启超在论述中表现出的倾向性正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体现。对自我形象的夸大，对竞争对手的
忽略、贬低或歪曲，都反映了梁启超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试图回应挑战而采取的姿态
。罗志田先生曾在《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一文中指
出，自晚清以来的近代思想界一直在经历着“权势转移”，呈现出“正统衰弱、边缘上升的大趋势”
。作为昔日正统的梁启超受到来自边缘的新兴知识分子──胡适等一批“新文化”人的挑战，他所经
历的正是这样一种个人无法抗拒的“权势转移”的历史大潮。因此，从某种角度看来，《概论》中论
晚清学术的内容又未尝不是一部信史。梁启超笔下的晚清学术界只是表象，若能看到文字背后的意韵
，我们就会发现，它说的实际上是另一个故事：一个思想者无可避免地从中心到边缘，同时又徒劳地
希望从边缘回到中心的故事。
15、开头介绍梁氏与五四运动的关系，颇为有趣，梁氏毕竟是本人偶像啊233
16、通俗、简明。
17、这个算大家小书了，没有一个高度的视野不能写这样的小书。而且他有西学的视野。
18、極佳的清代學術史入門書，比《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易讀簡潔。
梁任公的一些比喻和所謂「超然客觀之精神」的自我評價甚是有趣。
人物輕重拿捏稍顯不足，重視康梁，對啓蒙和全盛期的介紹仍顯不足。
梁任公推崇清代學術，甚至推及讚頌整個清代，而蔣百里先生作序發問，振聾發聵，句句直指要害。
朱維錚於書末提及其所校注之本書曾被盜版，後又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偷印，勸其「守點規矩」，也是
時代縮影。
19、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何等公允，使人不仅生叹，此人怎恁的厉害。
20、以成住坏空而观有清之学，余未见其明也。然开创之功，沾溉后学者多矣。
21、绝对的大师作品，学国学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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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简明扼要，为梁钱二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铺垫。
23、朱维铮先生的导言可真细致啊。以前随便翻翻就过去了，现在重新看看这篇。
24、也就看个热闹吧
25、商品挺好的！看起来不错，等着看了！
26、大师的风采，是一本好书，朱先生的注释也很严谨。
27、清季学术史之总结。
28、还好，看一看
29、《清代学术概论》是一部阐述清代学术思潮源头及其流变的经典著作，是梁启超先生的代表性作
品之一。是青年学子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推荐！
30、每个中国人有空都应该看一看哲学
31、梁公的书都比较喜欢，本书对于了解清代学术体系非常有帮助
32、第十三节朴学、第十七节清代的学者社会、第十八节时代环境这三节为全书精髓。清代朴学已经
发展出了源自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但毕竟晚了欧洲文艺复兴五百年，如果没有西学东渐，朴学想要独
立发展出各科学门类和方法论还需时日。而西学的催熟则造成了当下中国科学的学术传统和传承的缺
失，科学、学术共同体和社会三者的罅隙。另第二六节梁康分歧、第三二节清代自然科学为何不发达
亦是补充和注脚。
33、以如此精简、漂亮的文笔勾勒三百年学术脉络，除任公外，孰人能为？
34、一直觉得比较啥学之类的学科都有点牵强附会的意思，而读了梁先生对清代学术与文艺复兴的比
较的论述之后得到了不少启发。除了一般的对人物和著作的介绍以外，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就是将社会
的变迁与学术的发展联系起来，而且梁先生的写作水平很高，客观到近乎枯燥的罗列在他的组织之下
活泼了不少。
35、通俗易懂,可得一坐标
36、梁公的文笔真是令人佩服，新民体吸引当时大批青年无不道理
37、梁先生的书如实力派演员的电影，质量是有保证的。
38、梁启超的经典之作！
39、这套书我终究还是忍不住全买了。小书大内容，丰富国学知识，性价比好。终于收齐了，一本一
本慢慢消化
40、简明扼要！清末那一堆今古文什么的以前一直是一团乱麻，梁先生理得很清楚
41、所以买来学习一下
42、非常好看，正在细读中。支持当当！
43、书很薄，但是内容非常好，是了解清代学术的入门书籍之一。不由令人感慨：大师就是大师呀！
44、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双胞胎。
45、以今日之梁启超批判旧日之梁启超，及一切旧日之学术，以索旧日之学术貌。
46、对这套书真是盼望已久了 .
47、大师级的好书要细细去品味
48、大师之书，怎能不度，利国利民，读书吧，少看点电视，少上点网。
49、被感动了好么
50、比读小说还酣畅，一恍惚就没了
51、重读。朱维铮写的导读很不错，值得一看。
52、蛮好的入门书，对清代学术的介绍很明确，但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梁在写到康有为和自己的时候
，有很多槽点~毕竟自己为自己写学术总结还是可以得许多便宜的~导读也很赞~
嗯。。。而且读得时候有种自己是文盲的感觉。。。
53、朱维铮先生的导读使本书更容易读。
54、学术，要细读。
55、不喜欢梁启超的这种著述
56、有此书
57、还不错的。7.5分。
很薄的一本小书，一天便可以读完；但是内容浩繁，条分析理，写短比写长更不易。
58、涨涨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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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喜欢梁的文字 这本书在学术史上意义重大 无论是否钦慕任公其人 国人总归应该读一读的 何况并
不艰涩
60、梁启超的大作！
61、书很喜欢，整个清代学术都在此完美体现，想了解清代历史的人们必读。
62、二读，感觉比第一遍强烈，奠定学术史书写范式和研究范式的著作。
63、内容深奥，本人水平有限所以有很多不懂的
64、梁启超先生的经典之作  值得阅读
65、买了一套，内容经典，包装很好
66、主要是配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来看的，领略大师的学术光芒~
67、XIH A
68、跟大师学国学这一系列的书都很好
69、清代学术特点：复古，中国文艺复兴；以时代思潮为主线；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
、衰落期
70、不是高头讲章，可至于枕侧。无关专业学习，只是随便翻翻，也能悦目悦心。
71、清代学术研究的介绍。语言略带文言气息。另外建议和梁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同读
，该书的资料更加丰富，当然二者各有短长。
72、1920年的梁启超，已经从欧洲大陆回来，深受其人文主义之影响。这不是仅仅陈列清代200余年。
更把它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我喜欢这些中西思想对比的著作。尤其欣赏梁启超把这些用“思潮
”的形式进行探讨，把这么多思想，学派，学者按照4个阶段串起来。
73、两星给朱维铮先生的校订和导读。
74、近三百年文化发展。非常好的书。
75、稍微读着有点晦涩，不过读后很有感悟，推荐！
76、可惜除了戴震以外，所谓的全盛期正统派居然几乎仅以分类列举了事；还没启蒙期诸位介绍得详
细；康梁等人则嫌推之过重。。。不过仅戴震一人就已经刷新了我对考证学的狭隘认识了。以“概论
”名之，也算起到开个书目引导入门这样的目的了。
77、24本书都买全了，出于对大师的敬仰。
78、清代思想史
79、一部很不错的清代学术记述小文，恰如其分地简介概况、脉络、源流、发展。除了末尾，略觉得
纯粹画蛇添足！我坚信有同时代的人记述同时代的文字只能一种参考性的史料。得承认著者的抱负，
但在我这个不懂深浅的后来人眼里，简直本末倒置，竟然论述自己师门比之前任何一代都要多！
80、梁启超先生是第一个非传统经学治学的国学大师，可谓开风气之先。他的书一定要好好地读。
81、喜欢，角度新颖
82、跟大师学做学问
83、中华书局的 ， 字体看着很舒服， 很好，超哥用生住异灭来阐释清代学术演变，很有见地
84、有意思的地方当然比比皆是了，个人觉得最有趣的一个评论是梁任公说惠派尊汉儒犹如视译者为
最神圣，戴震一派则视原文为正统。
85、延续着梁氏一贯的风格，师承、观点、脉络清晰，夹杂着自己评论，以现在梁启超看历史的梁启
超，新颖独特客观
86、超好的一本书
87、简单翻了下，等忙过这阵子了要详细读~
88、看这种书就是打击自己。。。
89、虽然不是我想要的版本，我想要那种带注释的，这样就可是看懂好多，不过叔还是和不错的
90、 “以复古为解放”，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来说，一切革新运动的营养均来自于历史，复古的目
的在于革新，在于解放，在于寻求一种精神与当时的时代需求相契合，所以知识分子才不断回到过去
寻求支持。变法亦然，革新亦然，文学亦然，政治亦然。
91、攒全一套
92、导读很好很尖刻
93、里面分流派来介绍， 可以很清晰地了解清代学术的流派以及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可以学到我们
现代一些习俗或思维方式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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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我感觉在古藉方面的书中华书局出版的我还是愿意买的。特别是这套《跟大师学国学》就更好了
，有大师，又是国学。非常值得阅读并且深入学习研究。本书是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大作，我更爱不释
手...要好好研读哦！
95、朱维錚写的意外有趣～
内容算是入门书吧，本该大一就看的书现在才看，真惭愧。
96、梁任公的大作，细细品来，就是不同凡响。曾经在学校图书馆粗粗一读，因为是善本，不能外借
阅，故而囫囵吞枣；现在细细读来，那感觉就是品鉴——岂一个爽字了得！！！！！
97、中国人必读。（最低要求）
98、考证少，创论多，引述错讹颇多，然无碍其擎鲸碧海之大手笔
99、梁启超的是沽名钓誉了，难以称得上优秀的学者。
100、朱维铮的导言（不愧是史学家）和校注极见学问功底，节目提要也很赞～此书较《近三百年学术
史》更注重介绍研究方法，博赡精审而简明扼要，固然也是看得见功底的。页160“而吾对于我国学术
界之前途，实抱非常乐观。盖吾稽诸历史，征诸时势，按诸我国民性，而信其于最近之将来，必能演
出数种潮流，各为充量之发展。吾今试为预言于此，吾祝吾观察之不谬，而希望之不虚也。”
101、书不错，只是一次性购买了一整套，阅读起来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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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有清一代学术大部分涉及到了，读了肯定是有些益处的。但也有一些该讲而疏漏的，如对经学
有研究之皮锡瑞，王先谦，似都未涉及。书前朱维铮对此书成书的考证，读之颇受启发。大概一是因
为之前看过的序言，多是褒扬的多，批评的少，而朱氏考证之结果，有梁任公借鉴章太炎《訄言》、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之意味，令人颇感意外。二是其史学考证的方法，精研而有系统，对于学中文
的我而言十分新鲜。书中读之也有不少令人喷饭处，如P84“兹学（算学）中国发源甚古，而光大之
实在清代，学者精研虚受，各有创获，其于西来法，食而能化，足觇民族气量”，这大概也是任公时
代之局限。尤其不能逐读的，第23-25节介绍康梁主导之今文经学。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如朱维
铮所言，学术上殊无讨论的必要，任公仍花大篇幅叙之，实无必要。另，中华书局“跟大师学国学”
系列的书，内中纸质十分毛糙，此前所未见，有意者须注意。
2、当疑古成为一种主义，历史便成了被重构的对象。古典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其不可推敲的神圣性之
中，今人的虚无也正来自于自毁历史磐石后的迷茫。古典并非是复古与仿古，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必
须、出于一种精神的依托。在漫漫时空的无限中，精神只可依托于历史而自安，而清末的新兴学术的
叛逆完全摧毁了历史，解构了历史，清空了历史，是为罪过。如类比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上帝已死
】的宣言亦正式宣告近代虚无主义的开始，中国亦不可免。但旧之次序已废，新之次序尚不存，实乃
民初学者之过也。而另一方面，借助西方共产社会的理念，大同小康之世得以一试，虽败犹荣，此亦
是千年来之一大回溯也。现当代主义的思潮如同置身混沌，万可又万不可，似是而非，前进的方向不
明。所以只好落入更大地众俗化与观念化，以当下存在的意义来体现价值，以开放式的互动作为诠释
的依据，这样的脉络就一承到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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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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