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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是一部以闻名中外的“古史辨派”为研究重心的现代学术史著作
。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而是着眼于陈述和分析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师生之间的关系。
首论顾颉刚的学术造诣、影响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主要讲述了顾颉刚和他的五大杰出弟子—
—何定生、谭其襄、童叔业、杨向奎、刘起釪——之间的关系，五大弟子都曾紧紧追随顾颉刚，但又
都因各种的原因与顾颉刚在学术上产生分歧甚至分道扬镳，师生之间的分分合合，其原因除个人心性
、气质上相异之外，社会环境的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各类政治运动，对
人们心灵的扭曲，在顾颉刚与童叔业一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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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滕州人。
1979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7月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96年晋升为教授。
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
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
思潮研究。
 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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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增订本引言初版本小引第一章  为学而学嗜学如命——顾颉刚之学术与学品  一、“禹”训为“蜥蜴”
激起轩然大波  二、古史辨：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古史革命”的发动  三、“邃于经学”：古典学研究
新天地的开拓者  四、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人  五、主编《禹贡》首开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先河  六
、学问：情感和生命的存在方式  七、以有涯之生追无涯之知第二章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
也厉”——播种学术的顾颉刚  一、爱徒高足遍被学林  二、泛滥成“灾”的惜才之心  三、寻求学术传
人的教学方法  四、因材施教  五、经济资助  六、学术胸襟  七、编杂志：甘为青年作嫁衣裳第三章  始
于爱而终于离——顾颉刚与何定生  一、《山海经》把何定生带到了顾的身边  二、《(尚书)的文法及
其年代》  三、奖学金风波  四、追随恩师到北平  五、《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导致胡顾关系危机  六
、恨铁不成钢挥泪逐爱徒  七、海峡两岸的牵挂第四章  “弟子不必不如师”——顾颉刚与谭其骧  一、
早年的激进文学青年  二、决定终生道路的师徒辩难  三、联袂主编《禹贡》半月刊  四、围绕着办刊、
治学诸问题而针锋相对  五、顾谭为学、为人风格之差异第五章  亦步亦趋，至死犹“疑”——顾颉刚
与童书业  一、天生的一颗“读书种子”  二、“世家大族”的子弟  三、“顾老板”的“私人研究助理
”  四、“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  五、大师的崇拜者  六、战乱岁月涂抹的“历史污点”  七、初来青
岛山东大学  八、“过情之打击”：两度批顾  九、精神分裂：面对“肃反”  十、《春秋左传研究》：
依然走在“疑古”的路上第六章  “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顾颉刚与杨向奎  一、顾颉刚的得意门生  二、杨向奎的性格  三、从农家子弟走向最
高学府  四、《禹贡》：杨向奎的学术摇篮  五、“因夏族起源问题与傅斯年争吵”  六、与“古史辨派
”扑朔迷离的关系  七、顾颉刚是“今文经师”吗?  八、对“古史辨派”的整体评价  九、酸甜苦辣
：1940年后的师生关系  十、最后的结论：“《古史辨》对中国史学有伟大贡献”第七章《尚书》研究
前仆后继——顾颉刚与刘起舒  一、新旧教育混合下的“童而习之”  二、在顾师的指引下由文而史  三
、九鼎铭词事件及其余波  四、多年困而后学  五、顾颉刚为何重视《尚书》学  六、顾颉刚两次受命整
理《尚书》  七、刘起钎的两次调动  八、化经学为史学的《尚书》学研究  九、备经交困撰成《尚书校
释译论》  十、“古史辨派的后劲”：刘起钎对顾学的传承与弘扬初版本后记增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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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八、人格分裂:两度批顾应该说,童书业在从“实验主义史学”皈依“马列主义史学”之初,有
一个问题他是察觉到了的,这就是:假如“马列主义史学”应该领导、改造“实验主义史学”,而他自己
已经皈依了唯物史观,那么,他将如何处理与还未表态皈依唯物史观的顾颉刚的关系?童在最初的两年,苦
口婆心地劝导顾,当然一方面是出于初皈依者的真诚,另一方面,很可能是更主要的方面,是童自己缓解内
在紧张的举措:假使也能促动顾先生皈依唯物史观,那么他师徒俩就又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否则的话,在“亲不亲阶级分”的气氛下,他如何协调“阶级立场”与“师生感情”的矛盾?!对这两方面
看得都很重的童书业,可能时刻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楚。
后来,可能当他得知顾颉刚以“无暇”为由拒绝阅读流行一时的唯物史现书籍,也可能是当他被撕裂感
折磨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致信顾,开始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反省“疑古学派”的“阶级属性”了:
两年来学习马列主义之结果,觉得日日考据之学确为形而上学者,尤其是正统派考据学确欠辩证。
如以辩证法掌握考据学,考据学当有大进步。
我师旧日之考据,在考据学界中已为比较能把握全面者,已为比较能有发展观点者。
如能再进一步,掌握矛盾统一观点,成就必更大。
然吾人过去所以不能掌握辩证法,不能了解真正唯物论,实由于吾人阶级意识作祟。
吾人旧有之史学确是资产阶级之史学。
当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疑古思潮确负有若干反对封建传统使命。
故疑古思潮之真正来源,实为工厂及商店,并非凭空由头脑产出者,吾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说话而不自觉
耳。
吾人著述中虽亦有若干唯物论成分(如承认经济决定政治、文化),然只是机械只唯物论(经济史观),离辩
证唯物论尚远。
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卷土重来之外国资本主义之压迫,疑古思潮遂见低落,吾人之史学转与封建主义
妥协,至抗战后期,吾人已完全丧失进步性而变成封建主义与买办资本之附庸。
吾人必须承认过去吾人之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之不稳定,经自我检讨后,始能接受无产阶级思想而改造故
我。
把“疑古派”的“阶级属性”定位于“民族资产阶级”,并且强调“疑古派”随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而
“左”些,时而“右”些,但最后终于“完全丧失进步性而变成封建主义与买办资本之附庸”,也就是说
变成“反动一帮”,说明童对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解与运用,完全纯熟,也说明他对“疑古
派”的反思已达到系统化的程度。
但见不及此的顾颉刚,对童书业的这番议论,大概不愿接受,且可能比较生气,故在眉批上写道:“此丕绳自
道耳。
我则学由宋人来,不至如此随时代变化也。
”与童书业正积极地、义无反顾地丢弃过去完全不同,这时的顾颉刚则正在为捍卫过去而进行“垂死挣
扎”。
他们师生之间的冲突势所难免。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经历了多座精神炼狱,从1951年开始至1952年形成高潮的“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他们通过的第一座炼狱。
无论多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这两年里,可以说都低下了他们一贯高昂的头,都弯下了他
们素来挺直的腰,都交出了他们平时不容伤害的自尊心。
“古史辨”派成员这时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急躁、焦虑、惶恐不安。
在上海学院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顾颉刚,1952年7月9日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
蒸,一也。
刺戟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
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
”对于后一点,顾颉刚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加,但每一运
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而工作同志要人对马列主义一下就接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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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业的日子似乎比他的老师还难过。
1956年3月山东大学有关组织所写的《童书业补充鉴定材料》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三反、五反运动中,
他表示拥护,但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怕惹是生非,在会议上不敢大胆发言。
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过九次思想批判,但未被通过,情绪上烦躁,经耐心帮助,自己反复斗争后,才写出了较为
接触思想的思想总结,主要是批判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所涉及的方面有,最初他是陈独秀经济史观的信徒,并依此写了春秋史,后来自己独创“三合史观”,认为
经济、地理、民族性三者为历史的重心。
后又放弃“三合史观”,主张地理、经济史观。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体系的。
在考据学方面则批判了他一向崇拜顾颉刚、胡适的实验主义,同时也初步批判了自己为反动报刊写的反
动性文章,如“双十协定”前后污蔑我党无和平诚意等。
在“有何政治历史问题、结论如何”题下,《鉴定材料》说:童交待解放前尤其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和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时期思想反动,学术上一贯用“三合史观”猛烈攻击唯物史观,辱骂拥护马
列主义的人,如,“妄人”“重复欧美资产阶级御用哲学,互助论”;反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主张蒋介石
的独裁政治,对我党进行严厉镇压;仇苏亲美,说:“中共认苏联为祖国”,中共就是实行苏联法西斯独裁政
治,发表了许多反共文章,得到当时上海国民党非常器重,被称为反共英雄。
经查对与本人交待基本相符、运动中对其进行了批判,撤销对他的怀疑:在仅有一顶“资产阶级史学家
”的帽子就足以将人压倒的“思想改造”背景下,竟还有这么多“反共”言论在,童书业所感受到的思
想压力之大、政治包袱之重,完全可以想见。
而且,当思想改造运动如排山倒海之势汹汹而来的时候,过去与旧政权有过这样那样联系、曾与马克思
主义或相对立或相疏离的士子们,对这一运动究竟会进行到什么程度,大都心中没底,因而惴惴不可终日
。
许多人(当然包括童)当时思虑的焦点,可能并不是真正改造自己——“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旧脑筋里简
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而是如何干方百计使自己“过关”。
至于朋友、老师怎么办,对这些急于过河的自身难保的泥菩萨们来说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能“出卖”的且“出卖”,能拉来垫背的且拉来垫背。
童书业的出路看来必须是当机立断,与老师顾颉刚划清界限,把自己从“古史辨”派的阴影中撇出来。
何况顾颉刚亦已经与他的老师斩断葛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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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学术者，非研钻故纸、墨守陈言之谓，要在观往知来、闻一知十
，察天人而处顺变。
故圣人常在忧患者，为其学术深至也。
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
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
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
假使你在青年期没有练习发表意见，你到了壮年以后就不会发表意见。
假使你在青年期没有练习容纳别人的意见，你到了壮年以后就不能容纳别人的意见。
你的胸中在青年期没有几个问题，壮年以后，脑筋越来越僵化，思想越来越枯涩，更没有发生问题的
希望了。
不少师友以为我有个人野心，想做“学阀”来和别人唱对台戏，于是对我侧目而视，我成了众矢之的
。
抗战前，北平流行着一句话；“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
个是顾老板顾颉刚。
“从形式上看，各拥有一班人马，好像是势均力敌的三派。
其实，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长，他握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美庚款）当然有力量网罗许多人；傅
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一手抓住美庚款，一手抓住英庚款，可以为所欲为。
我呢，只是燕大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除了自己薪金外没有钱，我这个老板是没有一点经济
基础的。
——顾颉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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