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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儒学史·清代卷》，以“儒学”标示研讨之鹄的，从官方提倡、推动与学术自身发展两者相结
合的角度，完整展现了清代学人对丰富儒学内涵所作的贡献，及呈现出的特色，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
那一时代，和儒学在那时代里演进的脉络，提供了新知。
全书正文十一章，作者汪学群在儒学体系内，循着宋学（从王学到朱子学）与汉学（从古文经学到公
羊今文经学）这两条并行于时，且互有消长的学术线索，依时序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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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方东树反驳说：“若谓义理即在古经，训诂不当歧而为二：本训诂以求古经，古经明，而我
心同然之义理以明。
此确论也。
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
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
”①他也承认从理论上说本着训诂以治经则经明，经明则义理明。
但实际当中训诂如果出现讹误，义理便不会明，反而出现错误。
汉学诸家所关心的是由训诂引出义理，训诂在他们那里是给定的前提，似乎也是正确的。
方东树则关注的是训诂本身的真伪问题，而且在训诂当中出现错误是习以为常的事，为了避免这种错
误，建议应以义理为主，以义理指导训诂。
他又说：“故宋儒义理，原未歧训诂为二而废之，有时废之者，乃政是求义理之真而去其谬妄穿凿迂
曲不可信者耳。
”②宋儒并没有割裂训诂与义理，有时不用训诂是因其不可信而影响求义理之真，“故义理原不出训
诂之外，而必非汉学家所守之训诂，能尽得义理之真也”③。
言外之义是说汉学家墨守训诂是得不出义理之真的。
凡此皆强调义理不同于考据的特点，反对把训诂明义理明作片面化、僵化的理解。
引阮元言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
门径苟误，跬步亦歧，安能升堂入室乎！
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
”④以比喻说明文字训诂是治经的门径。
又引钱大昕言说：“训诂者，义理之所从出。
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
”又“训诂之外，别有义理，非吾儒之学也。
”⑤强调不存离开训诂之外的义理。
方东树反驳说：“夫文字训诂，只是小学事，入圣之阶，端由知行，古今学术歧异，如杨墨、佛老，
皆非由文字训诂而致误也。
而如汉儒许、郑诸君，及近人之讲文字训诂者，可谓门径不误矣，而升堂入室者，谁乎？
至卑视章句，其失不过空疏，与求名物而不论道粗浅者，亦不同伦。
凡此皆所谓似是而非，最易惑乱粗学而识未真者，不可以不辨。
”①文字训诂只是小学之事，不过是通经的阶梯。
古今学术歧异的根源在于文字训诂上的讹误，如杨墨、佛老皆如此。
许慎、郑玄等汉儒在文字训诂上大体不误，但仅限于治经方法，而未能“升堂入室”即求得孔门儒学
大道。
他又说：“戴氏言，自汉以来，不明故训、音声之原，以致古籍传写递讹，混淆莫辨。
汉学诸人，皆祖是说。
于是舍义理，而专求之故训、声音，穿凿附会，执一不通，若此类也。
六经之言，一字数训，在《尔雅》、《说文》中，不可枚举，故曰诗无达诂。
”②汉学诸家舍弃义理，以声音训诂为治经的根本，其结果必然是“穿凿附会，执一不通”，其实六
经中一字往往有多义，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或话语中，其字的意义是不同的，没有统一或惟一的训
诂标准。
所谓“诗无达诂”，意为不存在通行不变的训诂。
方东树指出墨守训诂考据的社会危害，说：“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
偏蔽。
二者区分，由于后世小贤、小德，不能兼备，事出无可如何。
若究而论之，毕竟以义理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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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也。
汉学诸人，其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干条万端，卒归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
”③在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上，以义理为重，这是因为“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它们都是为明
义理服务的。
汉学诸家限于训诂考据，贬低义理，有害于人心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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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儒学史:清代卷》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我们为什么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
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
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
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
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
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
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二十一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
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
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更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
）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回顾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与西方文化（“西学”）的
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
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
可是在这样艰难的“中学”日衰的形势下，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
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广阔的胸怀融合着“西学”的精华。
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和复兴中国
文化的使命。
因此，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
会。
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
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
定了基础。
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
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结成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
新的现代儒学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
“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
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得越深入，它才会越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
“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
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作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
“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
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
家在二十一世纪“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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