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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
，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
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
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
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
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
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
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
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
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
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
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
紧迫任务。
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
着手呢？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
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
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
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
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
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
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
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
），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
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
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
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
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
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
《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
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
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
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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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
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
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
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
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
，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
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
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
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
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
业绩和事功。
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
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
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
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
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
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
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
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
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
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
事不实则非夸即诬。
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
，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
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
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
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
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
极因素。
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
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
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
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
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
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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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
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
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
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
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
、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
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
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
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
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
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
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
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
、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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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焦循阮元评传》力图从清代乾嘉之际思想与学术转折的角度切入，通过对焦循的生平事迹、各
个时期的学术活动和主要代表性著作的分析和评介，勾勒出焦循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全貌。
焦循是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学者，被誉为“一代通儒”。
由于他学问精深、广博，特别是他对《周易》的创造性研究，近百年来，很少有人对他进行专门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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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居渊，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籍贯上海，1952年7月出生于江苏苏州。
1968年插队江苏吴江县务农。
1979年回到苏州。
1982年进入苏州市图书馆古籍部，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
其间曾师从沈延国先生治学。
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主要研究焦循易学，导师朱维铮教授，1989
获硕士学位。
同年直升复旦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主要研究明清诗歌与阳明学，导师
章培恒教授，1992年获博士学位。
同年留复旦大学古籍所工作。
2001年转调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文献学的教学和中国思想史、
中国经学史与中国易学史的研究。
先后为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哲学文献学”“中国经学史”、“中国易学史”与“清代学术思
想史”等课程。
2003年起，被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聘为兼职教授。
自任现职以来，出版了学术专著（包括导读、点校）十部，其中《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获上海
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学术论文近五十余篇，其中《论乾嘉汉学的更新运动
》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完成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与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二项，目前正在完成中的还有上海
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与复旦大学“金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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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焦循评传序言 走出考据时代的努力：乾嘉之际思想与学术的转折第一章 
焦循的家世与生平一 诗书传世人家：扬州北湖焦氏二 游幕与科举：从泛游鲁浙到会试受挫三 家居与
著述：由半九书塾到蛰居雕菰楼第二章 古经意义的新探索一 三释《毛诗》二 重评《孑L传》三 崇尚《
礼记》四 体悟《论语》五 质疑《左传》第三章 经学理念的多元化一 著述与考据二 实证与贯通三 自得
其性灵第四章 传统算学的再创造一 理本自然二 名后法先三 数先形后第五章 易学的经典性名著一 四圣
同言说二 忠恕一贯说三 迁善改过说第六章 易学的新象数范式一旁通与时行二 当位与失道三 相错与比
例四 乘方与天元五 齐同与比例六 假借与转注第七章 易学的道德理想论一 立人之道与乐天知命二 寻求
和谐与大同世界第八章 焦循易学的历史评价一 汉代易学的拓展二 象数易学的形变三 易学史上的奇葩
第九章 审美情趣的个性化一 扬花抑雅的戏曲论二 形意相合的时文论第十章 科学与伪科学之间一 三合
与长生二 形法与术数三 堪舆学批判第十一章 晚年学术思想：《孟子正义》的易学诠释一 通变神化之
道二 感而遂通之性三 合天地之大人阮元评传阮元评传第一章 阮元的家世与少年一 科甲鼎盛人家：扬
州北湖阮氏二 尚武与崇文：由蒙学到还是读书堂三 游幕与科举：从幕僚到少年翰林第二章 阮元的宦
海生涯和文化学术活动一 视学山东、浙江与编纂《山左金石志》、《经籍篑诂》和《畴人传》二 巡
抚浙江、江西与创立诂经精舍、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三 总督两广、
云贵与创建学海堂、汇刻《皇清经解》四 荣归故里与《文选楼丛书》第三章 阮元的思想与学术一 重
塑乾嘉经学典范二 实事求是的新内涵三 相人偶的仁学思想四 节性礼治的性命论五 选择汉宋兼采之路
六 学海堂的文笔之辨附录焦循年表焦循现存著作新考阮元年表主要参考文献索引人名索引词语索引文
献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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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嘉庆十年（1805），又值清代三年一次的礼部会试。
好友郑耀庭劝说焦循北上赴考，并且表示愿意出资相助。
因为这次担任主考官的不是别人，而是焦循平时所景仰的前辈学者朱硅，而朱硅也素来敬重焦循的学
问，所以夺魁的几率非常之大。
然而焦循却不为此而心动，以老母多病为由，婉言拒绝了郑耀庭的好意。
他在给郑耀庭的信中说：“昨舍弟道及足下高谊，怪弟今岁不赴公车，且为筹行李之资，自任可帮助
百金，尤为感激涕零，容当面谢。
但循不北行之故，实有苦心。
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送至舟中，舟已过桥甚远，望见吾母尚立岸侧，翘首而望，心甚凄恻。
五月归家，母甚欢。
及秋间往浙，与母别，家母则日：‘归家才两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强健矣。
’”心可见，焦循的所谓“苦心”，表面上是由于母亲身体欠佳，希望焦循能够时常陪伴在侧，不再
出远门，一旦有个不测，身边也可有个照应。
其实，促使这次焦循不愿北上，放弃科考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此时的焦循正患痔疮，痛苦不已，行走不便，难以远赴千里之外的北京应试礼部。
其次，年迈的母亲身体情形每况愈下，焦循不愿再重蹈其父临终前自己未能侍候在侧的覆辙，留下终
身的遗憾。
再次，焦循在历经科考中的挫折后，他对仕进一途已产生倦意，况且此番进京是否能一举夺魁，还是
个不定的未知因数，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奈何以不可知之事，而奔走恐后耶”！
也就在这时，安徽宁化知府伊秉绶（1754—1815）正转调出任扬州知府，焦循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
　　伊秉绶字组似，号墨卿，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由刑部主事升员外郎。
嘉庆三年（1798），出任湖南乡试副考官。
嘉庆十年，任扬州知府，后以丁忧归。
伊秉绶幼承家学，为朱畦、纪昀所器重，工诗古文词。
特别是他的隶书为时人推崇，被誉为“濡墨作隶书，如汉魏人旧迹”。
伊秉绶一生主要是从政，但在文化方面亦有建树。
他初到扬州时，适逢阮元也因丁忧回籍在扬州。
鉴于扬州自春秋吴王夫差开邗沟疏通江淮以来，历经汉、唐、宋、元、明各代的经营，成为江南一大
都市，经济极度繁荣，人文之盛，代不乏人，史不绝书，但是自清代雍正十年（1732）编修过《扬州
府志》后，时至嘉庆十年，在将近八十年的时间中尚无人重修，所以“遗老不存，遗文散佚”，于是
伊秉绶与阮元二人商议重修《扬州府志》，并邀请焦循、江藩、赵怀玉（1747—1823）、臧庸（1767
—1811）、王豫、袁廷祷（1762一？
）、姚文田（1758—1827）等人先辑《扬州图经》与《扬州文粹》二书，然后在两书的基础上编纂《
扬州府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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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焦循阮元评传》的主要特点是：一、全面揭示了焦循一生的主要行事。
二、对焦循在哲学、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方面的成就，作了新的探索和论证。
三、在评述焦循的学术与思想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全方位的观照，充分肯定了他
为乾嘉学术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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