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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守庐学记续编》

内容概要

黄侃(1886—1935)，字季刚，室名量守庐，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黄侃治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于经
学与小学蔚成一家之言，在近代学术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其师章太炎并称“章黄之学”。本书
侧重选录对黄侃的生平与学术有深切认识的回忆与研究文字，是为《量守庐学记》的续编，作者大多
是黄侃的亲友、门生及章黄之学的传人，另有三篇黄侃的治学语录。本书对于今天的读者了解严谨笃
实、务求精习的朴学精神，对于认识黄侃的为人与为学，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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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守庐学记续编》

书籍目录

量守庐讲学二记
蕲舂黄先生讲授章句纪录
我的丈夫——国学大师黄季刚
悼黄季刚先生
胡小石先生追悼黄季刚先生讲辞
蕲春黄氏《切韵表》跋
黄季刚先生教学轶事
关于黄季刚先生
记黄季刚师
黄季刚师
忆黄侃师
忆黄季刚先生
关于黄季刚先生
母校师恩
黄侃给我的感动
南京怀旧绝句
记辛亥首义前后的黄季刚先生
黄季刚先生之革命与治学简述
黄季刚先生对革命的贡献
黄季刚先生致力民族革命考
黄侃先生在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
《黄侃声韵学未刊稿》前言
师门风义
黄季刚师和苏曼殊的文字因缘
读《量守遗文合钞》
——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
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黄季刚赠平刚诗及其他
读蕲春先生遗词小记
忧生悼世感无端
——读黄季刚先生诗稿
黄季刚《登高》绝笔遗墨研究
蕲春黄氏与仪征卞氏联姻考
——利用《卞氏族谱》解读《黄侃日记》
读《黄侃日记》
读《黄侃日记》随札
编后记

Page 3



《量守庐学记续编》

章节摘录

书摘　　我1923年毕业于湖北省立女师，同年与黄季刚在武昌黄土坡结婚，季刚时年36岁，我21岁。 
　　季刚(1886—1935)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受业于章太炎先生，是章
先生弟子中最有成就者。他出口成章，诗词歌赋无不精通，特别是在古音韵学方面，世称“章黄之学
”。季刚以知命之年，过早地合我和子女而去世，我万分悲痛。他死后，接着就是漫长的战争岁月，
他的书籍、手稿散失大部，我深为痛惜。庆幸的是1981年南京大学(前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他
逝世四十五周年时，分别在《文教资料》和《训诂研究》两个刊物上出了专辑，以示纪念。陆宗达、
殷孟伦、许嘉璐、张汝舟、钱玄、徐复、张之强等教授撰文阐述乃师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陆敬教
授写了专文《黄季刚先生革命事迹纪略》，介绍他对革命的贡献。他的侄子黄焯教授是他的学生，整
理出版了他的多种遗著和手稿。在国外，他的女婿潘重规教授也是他的学生，近年来在香港陆续影印
出版了他的一些遗著和日记。　　季刚勤学苦思的读书精神是惊人的。他每日清晨五时开始看书，从
不间断，晚上坚持写日记、作札记，直至十一二点钟。他看书时，又是圈点，又是批语，真是孜孜不
倦。陆宗达教授在回忆季刚的文章中曾提到：“人们都说勤能补拙，而季刚先生却是既敏且勤的典范
，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怎能不深呢?”　　我虽是季刚的妻子和学生，但学无专长，对于他的学术文章，
我是在宫墙之外。每当重阅他细心批点的古籍，复诵他情文并茂的诗作，辄使我以他的好学精神自勉
。　　季刚为人重孝友。他幼年丧父，事母至孝。他反对清朝帝制，著文宣传革命。1907年逃亡日本
。次年母病垂危，他闻讯赶回国内，昼夜侍奉汤药，母病重去世，他捶胸痛哭，哀伤欲绝，竟至跌在
火盆上，衣燎炙股而不自知。季刚对他的七姊、十一妹友爱备至。七姊丧偶，寡居我家，季刚不仅为
她养生送死，还亲自教育培养她的后代，七姊的孙女婿，即季刚之外甥孙女婿林尹教授，现为台湾“
国大代表”，即出自季刚门下。　　季刚对章太炎先生执弟子礼甚恭。1915年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
章太炎先生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著名四大凶宅之一)，季刚曾搬入章处，以侍
奉先生共患难，师生情深，由此可见。他常说：“尊师所以重道也”。　　季刚十分同情苦难的人民
。他所写《哀贫民》一文(载于《民报》第十七期1907年10月出版，笔名运甓)提到：“悲来横集，作
为是篇。如彼贫民，群立吾前，敢告之日：命不必乡，分不必守，我躬之贫微我之旧；富人夺之而我
乃贫。非贫之道，盍请命于天，殪此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
。事之济，贫民之福也。若其弗济，当以神州为王冢，而牵牵富人与之共痤于其下，亦无悔焉尔。哀
哉贫民，盍兴乎来。”　　记得1935年春节，在我家南京寓所院外，一逃荒的妇女途中分娩，倚墙呻
吟。他知道后，立即叫我煮红糖鸡蛋，并检出几件小儿的棉衣，亲自送给那个女人，还送她几块钱。
这时，我家对门某富人看到这情况，煞有介事地说：“那女人是伪装行骗的，不要上她的当。”季刚
愤然道：“时值新春，谁家不在围炉团聚。即令她并非就地分娩，冒严寒风雪，携襁褓弱婴倚门乞怜
，亦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我以侧隐之心周济之，谁曰不宜?!”其余邻合深为他的言行所感动。　
　季刚对看不顺眼的事情疾恶如仇。他对胡适深为鄙视。五四运动后，胡适见了被废黜的溥仪仍口称
“皇上”，被季刚视为大逆不道。有次胡氏在中央大学演讲出门，季刚跳脚大骂。　　季刚为人正直
，不徇私情。1913年他任北大教授时，他的老师、好友刘师培邀请部分人士集会为袁世凯妄图称帝制
造舆论，刘氏满以为会得到季刚的同情，哪晓得一开口，季刚首先指责。　　最后，我再谈一谈季刚
的生活习惯。他嗜酒如命，每日必饮酒。又好吸烟，看书写文章时，更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每劝他戒
酒戒烟，他戒了几天，又开戒了。他吸烟饮酒过度，乃致溃疡病一发不可收拾。1935年重阳之夜，酒
后吐血半盂，两天后与世长辞。临终前犹念念不忘国事，问我们：“河北近况如何?”最后叹息道：“
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忧国忧民于此可见。他死后，章太炎先生曾挽：“断送一生唯
有酒，焉知非福⋯⋯”这不过是安慰我们节哀罢了。　　我现年82岁，任武汉市文史馆馆员。季刚第
二个儿子黄念田解放后在川大中文系任教授，1950年12月2日他荣幸地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我们
全家的人深为鼓舞，深受激励!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84年6月，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P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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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守庐学记续编》

精彩短评

1、不错，可与前编和读之。
2、张晖的心血。
3、标题已经足以说明一切，这本书的编者根本就不知道读者要的是什么。重复重复再重复，这也跟
现在国内的出版业有很大的关系，能一次出一本的书，非要分两次，读者的心都给弄郁闷了。就如同
买了注水的猪肉，道义，民心，不简单是挣钱的问题，太商业了，会失去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4、有助于了解章黄学术。
5、作为一个了解。
6、感觉选文和初编的角度不同，写文章的人的年辈也不同，也可以看出不同的时代的为学风气的不
同吧。
7、这本书对于了解黄侃的生平与学术很有帮助，可以知人论世
8、看得汗流浃背。。。
9、不如正编。可以窥见许多治学之法。
10、新学案
11、买来送人的，还可以
12、续编较之正编逊色不少。第一页图版下注录苏诗，有误。黄季刚先生临苏轼天际乌云帖，标明苏
字，但乃蔡君谟诗。编书不易啊。选文前三篇治学语录最好，另武酉山两文亦叙事详细，最可读。论
诗、词之文也尚好。另有一文考订革命行实，简明可法。其他多在可有可无之间。张晖之学实与章黄
无涉，最后所收周勋初、卞孝萱先生等文，总是透出门户之见，颇感有不妥处。
13、不知黄季刚诗文集何时出。
14、书内记载黄先生讲学，品读先生诗文的文章颇为可爱
15、: �
K825.5/4822-3
16、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世之所习，见其违而娇之，虽道未大亨，而发露端题，以诒学者，令尽
心力，始变者之功如此。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残守阙，以报先民，不衍矩
矱，独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则二者皆无以为。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
，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不慕往，不闵来
，虚心以求是，强力以持久，诲人无倦心，用世五衿心，见非无闷，俟圣不惑，吾师乎，吾师乎，古
之人哉。 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索文义，而不可骤言通假。当精心玩意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
旧解说虽不可尽信，而无条件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
争。 
17、刚开始以为张晖已是老先生
18、续编很有意义.
19、这是回忆黄侃的集子。原来看过《量守庐学记》，不记得是否是同一个编者了，但既然有续编，
肯定要买。简单翻了一下，选文质量不是太高，拘泥于生活习性、爱国情操等方面的简单陈述，深入
地研究他的思想的文章没有看到，比较遗憾。其中有一篇黄菊英女士（黄侃内子）的文章，如果能从
一个妻子的角度叙述黄侃，或者史料价值很高，可惜，只是很简单地说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可惜
。书是简体横排的，比较好读，和中华书局的黄侃文集没有关系。
20、《量守庐讲学二记》值得反复咀嚼，尤其是读经之法与读文选之法，提纲挈领，诚入门箴言；基
本书籍一节，有几句金石之语，撷摘出来：“学者宜注意三点；一，尽废时人之书；二，不事目录之
学；三，缓言参考之说”。按第二讲史学一节，首句——“治史之要，以人，地，官，年为入门之基
”，此一句与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之“史学四把钥匙”几近相同，而季刚先生讲学于1934年夏，恭三
先生首倡于50年代中期，是否这其中有渊源？望方家指点一二~~~
21、看完这个不敢再说自己读过书了！
22、是今日诸葛亮，学术前程万里，叹！出师未捷身先死啊，

Page 5



《量守庐学记续编》

精彩书评

1、黄季刚先生五十寿辰章太炎赠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一语成谶。硕学鸿儒，未及
著述，遽归道山，岂天不欲传其学乎。读此正续二编，可略知先生生平与学术。先生为人，汪辟疆方
其为汪容甫之流亚。先生好出游，孙鹰若、曾慎言常侍左右，世人谓之黄门侍郎。先生又喜入酒家饮
啖，醉则吟讽篇章，以次命和。其读悉准《广韵》，不差厘黍，门人咸效其声，闻者谓之黄腔。后人
读此，思慕不已。章太炎《量守庐记》：靖节不可见矣，如季刚者，所谓存豪末于马体者矣。虽然，
靖节，沮溺之伦也，于慧远之释佛，周续之之说礼，犹有所不满焉。季刚于靖节，未也，抑犹在陶周
之间乎？《宋书》卷九十三隐逸：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其先过江居豫章建昌县。续之年
八岁丧母，哀戚过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
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
，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以为身不
可遣，余累宜绝，遂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
2、朝颜2009-11-09 15:11:25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青年时积极反清，办大江报，鼓吹革命，民初好友
宋教仁被刺身亡后，心灰意冷，乃去政治，登台执教北大，与姚永朴林纾等桐城派分庭抗礼，28岁即
暴得大名，但好景不长，文选、桐城、朴学之争，旋即让位于白话文言之争，国学派失势后，他气不
过跑回湖北老家教书去了。黄侃才气大，脾气也大。好臧否人物，但也并非随意谩骂，如他评梁启超
学问不精，气胜于理，亦是实情，嘲柳诒徵谈音韵“可哂也”，讥钱玄同“二风”，所编讲义“是一
泡尿”，骂胡适 “胡绞钉”“奈何不捉将官里去？”——几近于人身攻击了。然而也确实可爱。有次
吃饭，一留洋归来少年后至，径坐首位，略不谦让。黄立即啐他“真没学问！”少年不服，自报留学
某国五六年，何以没学问。黄立即上前赏了他一记耳光:“鄙人留学中国，四十余年，尚谈不到学问，
你五六年之久，算得什么呢？”这是一个丝毫不懂得掩饰的人，比如他的好色众所周知，一生九婚，
当时有报刊说“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这，大概是才子气使然吧
，不好评价。也不是咸不入法眼。民国六年，某天，刘师培对他说：“仆自谓经学卓绝，惜无传者。
”对曰：“听讲者数百人，胡为无传也？”刘笑着说，除非是像你那样的学生。于是黄当真就跪下拜
师了——刘不过长他几岁。黄侃一生自视甚高，但对于经学方面的学问，一直尊重申叔，刘去世后，
黄在日记中追述道：“侃六七年前，每事好为新说，自事仪征而后，乃恍然于所尚之非，而已驷不及
舌矣。”还有章太炎，黄一生对其执弟子礼甚恭。1914年，章被袁世凯幽禁，二年春，黄即搬至北京
钱粮胡同，入侍左右。章大为感动，在《新方言》赠黄侃序中说自家学问“赖季刚发扬光大”，幽困
中竟有托付身后事之意。他当然没看走眼，黄侃后来治学，极重师承：“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
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扬子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矣，寡见则
无卓。”“致力问学，有四要事：一曰天资，二曰人力，三曰家学，四曰师承”。黄晚年弟子程千帆
后来执教南大古代文学，带硕士博士，也一再强调师承——这是令人骄傲的传统。黄侃似乎不太看得
起考古材料。“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这话给前
来拜见的吉川幸次郞很大震动。他联想到在日本被看作权威的王国维罗振玉，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
现的。“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吉川说，“从气象
上看，他就是一位会思考、会读书的人，不是注重于书以外的资料，而是在书本之内认真用功的人”
。后来，吉川以黄侃私淑弟子自居，果然成为日本学界一代宗师。关于读书，黄强调扎死寨，打硬仗
。所治经、史、音韵、小学诸书皆点校数遍。日记中说：“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
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
书，殆不能计遍数。”他生平最恨人“杀书头”（点书未完），说这种人一生都不会读书，也不会长
寿。——实在令我赧颜，这几日看诗经，不认识的字就径直跳过去，我专挑那些有意思的爱情篇章，
吾好“郑声”。章太炎说黄侃为人俶异，汪东云其于人多有讥弹，总之黄的种种逸行——近乎我们说
的“狷”了，好像他生来就是个狂妄的人，实际上他又非常谦虚。据程千帆回忆，他经常对学生说：
“我讲小学比较自如，讲经学，拿着书还怕讲错。”他曾不止一次对陆宗达等弟子说：我只要一打开
书，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毫无知识的人。章太炎说，这是守愚之道：“学者虽聪慧过人，其始必以
愚自处，离经辨志，不异童蒙。良久乃用其智。即发露头角矣，自尔以往，又当以愚自处。不过三年
，昭然如拨云雾见青天者。斯后智愚杂用，无所不可。余弟子中独季刚深窥斯旨。”道德经里也描述
过这种愚人：“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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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他竟然害怕打雷——我笑坏了：晨匿首衾中，恶闻雷声，既醒，觉头痛不堪。（1922年2月）
今日闻雷恐极，以被蒙首。（1922年2月）夜狂风骤起，飘瓦咸（左边有个“木”）屋，甚可畏。
（1922年3月）夜遂大雨，迅霆可畏不敢眠。（1931年6月）吾平生畏雷，其危恐更非言语所能述矣。
（1931年7月）忽电灯一断，继以雷声，急燃烛就寝。（1933年2月）早上看闲书，讲牵牛花在日文里
叫朝颜，言花期之短。我想，黄侃就是那朝颜花吧，他只活了五十岁。
3、今天去仙林打球！早上也没有好好看书，心理略惭愧，还是随便写点什么东西吧。前几天随手翻
了程千帆先生编的《量守庐学记》和张晖编的《量守庐学记续编》，好像悟出了一些深意。张晖的《
编后记》特地提到了黄侃对于当时所谓“资料主义”的态度。“资料主义”对现代学术范式的转型有
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一派可以说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简单来说就是清
华国学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两个学术机构的治学旨趣。黄侃早期对甲骨文等出土材料也颇有微词，但
他不像章太炎一样无视这些成果，而是能够虚心利用它们。以前看周勋初先生回忆胡小石的文章曾谈
到黄侃想托人去向罗振玉买他那本《殷墟书契》，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因为在书店买和直接向罗振玉
本人买，价格相差甚大。所以黄侃说：“这个月可要勒紧裤带了。“这派“资料主义”，傅斯年在《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曾指出：“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
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
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与这种旨趣相对，黄侃可谓是恪守着传统读书人的理念，
即通过熟读经典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可以说，这是把治学与为人相结合，而非为某一题目而找材
料。老一辈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都具有非常深的旧学根底，所以提倡新材料和新方法都能够左右逢
源，而且即使在最学术的文章都能够读出他们的“文心”，如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另
如缪钺先生称：“考证之文，本易沉闷，而吾人读《观堂集林》，则如读小说，娓娓忘倦。”（《诗
词散论·论词》中语）这很大部分是基于王国维文学的修养。然而，随着老一辈的逝去，新生代旧学
根底不复存在。所谓“读书治学”也不过是围绕论文题目进行材料搜集，这就如傅斯年所说“作学问
不是去读书”。这一套就是现代学术转型之后所积之弊。所以黄侃先生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传统读书人
。另一个触发最深的是黄侃的“尊师”和“爱生”。似乎，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一种优良传统。
“尊师”可举其日记中所记与同门冒雨赴沪为章太炎庆寿，又如心折刘师培的经学而师事之等不胜枚
举的例子。“爱生”也非常传统。一般学校的学生以及真正叩过头的弟子还是有区别的。据徐复观先
生所说，入门弟子还可以分两种：一种为有钱子弟，专门来为聚餐听戏付钱的；一种则是天资较好，
可以读书的学生。黄侃带学生的方式也是传统，这与他本人的治学方式息息相关，那就是让学生点读
经典。这些经典就是他所谓二十五部必读书目。另外还有诸如三十岁之前必须读完唐以前书。这些都
是黄侃身体力行的读书态度。他对经典反复研读，熟习程度超乎今人的想象。但这也只不过是贯彻传
统的读书理念而已。黄侃对学生的影响很大。不过人们似乎只是注意他的学术薪火传承而已，比如说
小学（陆宗达、殷孟伦、潘重规等人）、文学（范文澜等）方面对黄侃观点的发挥，而不注意黄侃教
育理念（培养学生的方式）对其门人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黄侃的教育理
念显然与现代学术所提倡的方法有所扞格，那么他所培养的门人是否能够延续黄侃提倡的教育方法呢
？我想是肯定。就我所知，程千帆先生可算是其中一位。有人认为程千帆根本不能算是黄侃的弟子，
可能是程千帆先生接触黄侃时间短，不曾行拜师叩头之礼，也无法传其小学。然而鄙意以为，程千帆
可能是把黄侃的教育理念贯彻得比较彻底的一位，而且还深深影响了几代程门弟子。如莫砺锋先生在
《程千帆评传》说道：“对于研究生来说，与学位关系最大的当然是学位论文，以致于有些导师从一
开始就布置学生动笔撰写。但程先生向来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光写一篇学位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他坚
持主张研究生在写作学位论文之前一定要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来认真阅读经典著作。一句话，程先
生认为培养研究生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获得学位，而是成为真正的人材。所以，他的整个培养计划都是
从后一点出发来考虑的，而这个计划后来也就成为南大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模式。这个
模式的基本精神就是，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代的学术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
古代文学绝对不能与史学、哲学分离开来。还有，古代的作家都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学术思想的
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人生观、文艺观都离不开孔孟老庄的影响，为了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
品，就必须对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源头有所理解。所以，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个时段的文学，
也不管他们的论文会选择什么题目，都必须对古代典籍进行一定数量的研读。于是，《论语》、《孟
子》、《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新、旧唐书》几乎成了每一个博士生的必读书
，更不用说《诗经》、《楚辞》、《文选》、《文心雕龙》等文学性典籍了。”莫老师后来把它总结

Page 7



《量守庐学记续编》

成十部研究生必须精读的经典，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史记》
、《文选》、《文心雕龙》、《诗经》、《楚辞》。由此可看，程千帆先生所说的培养研究生的最终
目的并不是获得学位，而是成为真正的人材。程先生的对学生的培养方式就与黄侃的教育理念若合符
契，而所谓“真正的人材”无疑就是一名传统的读书人。写的有点乱，改天再改改。201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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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量守庐学记续编》的笔记-第76页

        吉川幸次郎：
   “我现在正在作着的杜甫注，就是想移用从清朝人那里学来的方法，请你们参看。我所谓清朝的方
法，有一点值得注意：所谓考证学，在日本时，总认为在文献对证之外，一定要有实物的证据，否则
，不能叫考证学。但到中国去一看，并非一定要如此。发掘文献内在的证据，比什么都强。这种态度
在日本人对考证学的理解时，是不明显的。我懂得了这一点。”

  翻闲书翻到次处很是感慨啊。其实完全可以用读秀的。

2、《量守庐学记续编》的笔记-第11页

        读书宜注意三事：（甲）有定——时有定限，学有定程；（乙）有恒——不使一己生厌倦之心，
而养成不能厌倦之习，不稍宽假，虽有简断，必须补作；（丙）爱惜身体——此为用功之本。诚如是
，则二十年内不患不成矣。今值中国学术转变之交，学者宜注意三点：一、尽废时人之书；二、不事
目录之学；三、缓言参考之说。学问不必在于分类，有形之形，固不可并；无形之理，亦何可泥？但
求其大体而已。

3、《量守庐学记续编》的笔记-第13页

          读注疏，非贯通全疏，不能了然。北方学者，不读全经，故纪晓岚讲《榖梁》，致误为西汉人所
作，盖东原之说，以《公羊传》比较而来，不知《穀梁》本系榖梁赤所自为，范注已明言之。如董仲
舒所讲《公羊》，则得诸口授，未有传书。纪氏又谓：至公观鱼于棠一条、葬恒王一条、札伯来逆书
姬之丧以归一条、曹伯庐卒于师一条、天王杀其弟佞夫一条，皆冠以“传曰”字，惟恒王一条与《左
传》合，余皆不知其所引何传。疑宁以传附经之时，每条皆冠以“传曰”字，如郑玄、王弼之易，有
“彖曰”、“象曰”之例，后传写者删之。此五条其削除未尽也。不知凡“传曰”皆榖梁赤自传之辞
，其说见隐公八年注，隐公只看九年之注，而未上及八年，乃成此谬。可知读注疏不贯全文，不能发
其蕴积也。

4、《量守庐学记续编》的笔记-第1页

        萧萧短发怯西风
闵乱忧生壮志空
幸免长饥已逾分
不须憔悴悔雕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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