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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清光绪举人。
甲午中日战争后，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
1898年入京参与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
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一方面坚持立宪保皇，另一方面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
、经济学说，大力传播新学，对当时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则策动蔡锷护国反袁。
1918年赴欧考察。
1920年回国后赴清华任教。
其著述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及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达千余万字，多
收录于《饮冰室合集》里。
    1923年9月起，梁启超以国学讲师身份在清华学校讲学，其中即有一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的课程，
本课程讲义日后整理成书，即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对于清代学术史，梁启超曾于1902—1904年间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20年又撰《清代
学术概论》，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作者对清代学术的第三次全面梳理。
本书第二至四讲，勾画清代学术变迁之脉络；第五至十一讲，以人物为线索；第十二至十六讲则以学
科为线索，论述清代学术。
本书全面探讨了清代各学派的学术思想以及清代学者在各学科门类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初以“清华学校讲义”的形式印发给修课的学生，1926年7月由上海民志书
店正式出版，后收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7册，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次出版即由此版改排。
原书竖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加新式标点，底本有误者，将拟改正之字以【】标示列于其后。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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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问题、人物和学科三种形式对清代学术进行了全面梳理，论述了清代各主要学者、学派之学术
研究，以及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音韵、校勘、辨伪、辑佚、史学、方志、地理、历算、谱牒、乐
曲以及物理学、工艺学等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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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二)――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223三校注先秦子书及其他古籍／223四辨伪书／244五辑佚书
／256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265六史学／265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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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学／323十历算学及其他科学／323十一乐曲学／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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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
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
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年是公历1923年。
上溯三百年前至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
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17、18、19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
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
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
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
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
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
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
以后凭借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部讲义的
微意。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
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它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
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1000至1600——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
出现，名日“道学”。
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
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
(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
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
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
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
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人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
严肃朴素一路走去。
(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分，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
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
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增加，一方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一流人
援佛人儒。
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
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
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
，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
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
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
作料才能满足。
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
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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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
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
，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地成一片段。
所以到明的中叶，姚江(王阳明)学派，奄袭全国，和佛门的禅宗，混为一家。
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年前学术界的形势。
    在本讲义所讲的时代开始之时，王阳明去世已将近百年了(阳明卒于嘉靖八年，当公历1529年)。
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
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
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
但晚年已经四方八面受人妒嫉排挤，不得志以死。
阳明死后，他的门生，在朝者，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在野者，如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罗近
溪汝芳、王心斋艮，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挥光大，势力笼盖全国，然而反对的亦日益加增
。
反对派别，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张江陵居正辈，觉得他们都是书生迂阔，不切时务。
其二，文学派，如王弁州世贞辈，觉得他们学问空疏，而且所讲的太干燥无味。
其三，势利派，毫无宗旨，唯利是趋，依附魏忠贤一班太监，专和正人君子作对，对于讲学先生，自
然疾之如仇。
这三派中，除势利派应该绝对排斥外，事功、文学两派，本来都各有好处，但他们既已看不起道学派
，道学派也看不起他们，由相轻变为相攻。
结果这两派为势利派利用，隐然成为三角同盟以对付道学派。
中间经过“议礼”、“红丸”、“梃击”、“移宫”诸大案，都是因宫廷中一种不相干的事实，小题
大做，双方意见闹到不可开交。
到最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
式的活动。
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
免流品很杂。
总而言之，明朝所谓“士大夫社会”，以“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
“浊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势力。
东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
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
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贽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
和尚”。
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
服。
这些话且不必多说。
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最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巴结太
监，鱼肉人民。
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
却是和他们反对的，也不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
，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
最高等的如颜习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
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
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
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
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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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启超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史名著，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占
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它将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上百种学术专著，几百位儒士学者，纵横论列，条
分缕析。
全书内容脉络清晰，文笔雄浑流畅。
本书还提出并贯彻了“学术史”的四条规范，即：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
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要忠实传写各
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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