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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邵东方博士所著的《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
顾名思义，这就是要论崔述的学术，而且是就中国学术史而论之。
书中的内容正好包括了这两个方面。
　　现在东方要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一篇序，我很快就想到的，是人们目前是否还认为有研究崔述学术
的必要和可能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关于崔述，早在本世纪前期顾颉刚等先生已经研究过了，结论也早有了，现在还有什
么再研究的必要？
又也许有人会换一个角度说，崔述当然还是可以再研究的，不过以前研究他的学者都是一些大师，现
在我们是否还有取得新进展的可能？
在这里我愿意谈一些管见，请专家和读者们指教。
　　首先谈对于崔述是否有再研究的必要与可能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崔述学术的本身是否还有再研究的价值，二是经过顾先
生等的研究以后，是否还有再研究的必要。
　　关于第一层意思，比较简单，因为崔述学术主张的核心是“无征不信”，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
实在是一个有永恒意义的命题，只要有用“六经注我”的方法研究历史的现象存在，崔述的上述主张
就总值得我们记取和思考。
　　关于第二层意思，顾颉刚等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于崔述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将使他们的
学术晚辈永远怀有敬意。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顾先生等随着时代和学术的进展，把崔述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而进行的疑古辨伪，
发展成了为维护历史和文献真实性的疑古辨伪。
以儒家经典为基准的疑古辨伪固然也要求真，但它的是非定于一尊，即儒家经典之一尊，所以其特点
是封闭的；以历史真实性为基准的疑古辨伪，则除了知识的限制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限制，而知识
的限制本身总是要在历史的过程中被否定的，所以应该说顾先生等的学术特点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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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崔述（东壁）为清乾嘉时期学者，以“以经证史”的原则对所见古书古事进行了系统的辨伪考信
。
随着上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崔述著作为胡适、顾颉刚等所推
重，“几于一时人手一编”（钱穆语），遂等于“古史辨”运动之先声矣。
治史当然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然学术的工作必然带有学者主观及所持方法理念之影
响。
海外“诠释学”所谓作者“应谓”“必谓”二层次之挖掘，谈何容易。
故对崔氏学术之研究考论，在新世纪仍有其必要的价值。
该书为邵东方先生崔述学术研究之用心力作，对崔述学术诸方面及后世对其学术之接受进行了详尽的
考论，并附崔氏《考信录提要》原文及英译，对有志中国古籍迻译之学者颇有启发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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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有《文献考释与历史探研》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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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说音乐是可以被知道的，这可不容易！
谁敢说知道音乐？
当然，音乐能打动我们，但你想把它当作一个对象去认知、理解，极其困难！
其中很重要的是对“始作，翕如也”有各个角度的分析，最后把它解释成这么一个意思：凭开合之势
而发起（这个“翕”字不只是合，而是鸟飞起之前的先合后开），出现一个原来没有的状态，而且这
个新出现的状态一定是盛大的、动人的。
音乐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叫“真音乐”。
由此出发，来理解这章后面所说的“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进而理解孔子思想中
一种很根本的思想方式，就是在境域中生成意义和领会。
它是说，孔子善于在某个语境中，在某种生存情境或历史情境中，就此情境而发话，生出新鲜的意思
，引出活泼的理解。
　　我们来想一想：孔子一生难道只是要做一个教书匠或所谓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吗？
只是规规矩矩地录用鲁史旧文，以它作为（对孔子那时而言的）“近现代史”的教科书吗？
尤其是，他就拿别人记的这么一本“大事记”抄过来搁这儿，我们儒家就靠这个来“自见于后世”？
简直是笑话！
再说了，春秋时代很多邦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文本，后来绝大部分荡然无存，只有靠儒家这个学派用生
命保存的东西，才传下来了。
要光是个“大事记”，能传得下去吗？
所以要理解孔子的文本和思想，如果完全离开他的人生，离开他和他的弟子群的生存焦虑、牵挂和奋
斗，就会生出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
　　何等哀痛！
何等悲愤！
善良、正直被邪恶、狡诈所谋杀，以至于十一年正月之事都被“隐”去，以“首尾对牵”的方式、“
正”事消隐的方式，来悼念隐公。
但这种哀悼又何其微约！
只有“公薨”两个字，就像写意画上只勾画两笔，留有大片的空白，但却映衬出无比深邃浓重的谴责
、要求和呼唤。
所以你说当年那些听微言、传微言的孔门弟子，能不被激发得心潮澎湃吗？
老师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这意思？
可你一旦懂了这意思，啊呀！
这《春秋》大义、这正义感马上勃发出来！
这么好的人，这么惨的下场，怎么办？
这儿难道只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吗？
一切希望没有了吗？
不然。
希望恰恰在这种地方冒出来，历史的正义就要在这儿发出声音！
不是公然谴责，而是非常隐微、非常沉痛，但又非常厉害——让暴君、乱臣、贼子惧。
他能不惧吗？
！
　　只要有《春秋》的元意在，通过隐微构成随时可能逼临的势态，就总可能出现那防不胜防的东西
，让“王正月”重现。
乱臣贼子就会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哪儿藏着。
你当面谴责他，他倒不怕的。
你不就骂骂我吗？
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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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让他感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到某种不测的报应——想说又说不清，但随时可能来，觉都睡不好——
你看他怕不怕！
“王正月”就像个魂一样，总悬在那些乱臣贼子的头上，或藏在他们脚下。
你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那冲天一击？
——聂政、荆轲就出来了！
以这种方式，“公薨”就不止于暗淡悲哀，而与“元年春王正月”相通，用音乐对位、诗歌兴发的方
式，引出更深沉的希望，造成“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的“反”效应，或是素王的所谓“绘事
后素”的“素绚”（“素”是空，是缺位，由素引得它更绚烂）效应。
　　在儒家的视野中，为孝很艰难、很曲折，所以一定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9.4）。
这很不简单，不仅因为孔子喜欢音乐，他就思想活泼不固执，而且这种乐化思维还透入儒家学说的全
体，即使在对待儒家最基本的原则上，你都没法去必求、去固执、去坚守，这就不同于康德对待道德
律令的态度。
儒家知道在人心的深处、最原本处，没有那种固定化、必然化原则的地位。
所以孝道只能出自于人生情境，而不断地调整于、再成就于人生情境，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固守之可能
。
我们前面讲的儒家的“双非”（非普遍主义和非特殊主义）的含义其实是一种情境之义，由境来生意
来成真，所以此情境中的逃走不出于孤立的爱己，因为在这儿爱己与爱父还交织不可分。
可见孝也不是特殊主义或个别主义，它一定是时时外溢——爱父母必反诸己身，又必迁延至利国家。
这是“孝亲哲理”的大立意，切切不可含糊过去。
　　《忠信之道》讲：“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
”我们看郭店楚简的表述风格很有独特之处，很爱用身体性的词汇和表述方式。
而且它这个身体性又不是完全限于肉体性，它是带有情绪或情感的，通过情绪把身心联系起来。
像这个“忠”，好像是道德范畴，但把它比成土，万物都化归为土，是完全境域化的。
而“至信”反而要体现在“时”上，并不是说守信守得都要抱柱而死，而是不打结，处理得恰到好处
。
这两个都是让你不要执著，不要“意必固我”，不要固执在它的观念性内容上，而要把它实现在人生
的情境之中。
所以我说，这里的“土”与“时”都是“身”影。
德行在这儿都是有质地的，如同曾子之孝是有质地、有“质鲁”之风貌的那样。
此处绝没有观念或概念的主宰或独行。
　　孔子和儒家一直面临一个紧张关系：又要从政，又不肯与现实政治同流合污。
所以，他一方面不能像道家那样，一隐了事，而一定要入世而求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像法家、纵
横家那样，一切以说服和打动君主为转移，专门揣摩君王心意，乘风使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他就处在一个两难境地：真儒有其浩然真身——孝悌仁义忠信，有六艺的微妙美好的境界以及《
春秋》大义，不可玷污，但又时时处于可能被玷污的情势里。
这正是孔子人生的痛苦之处，但也是激发孔子中庸智慧的沸腾处。
　　人伪就容易变得悭吝，就失境、失情，这不是一般的小气，而是思想方法上的彼此分开，变得主
客孤立；然后就充满这失去情境的思量，也就是主体面对客体的思虑、琢磨，哪个对我好⋯⋯而这样
的主客思虑就与被思虑的对象分离而无从结合了。
由此可见，伪出现于天性不盎然之处，也就是喜怒哀悲之气不能充分舒张到思想和感受之处，或缺少
忧乐之情处，于是思想就失其元气而彼此隔膜，变得悭吝干硬，这样真心诚意也就不可得了。
如果已经进入这种情境，已经很吝了、很虑了，到这时候你再去修养，说我要“存天理、灭人欲”，
就不行了。
这时，就应该像庄子讲的：“不如相忘于江湖。
”鱼回到江湖相当于回到天性，回到情境，这跟原本儒家的意向是一致的。
　　当子代能够明显主动尽孝的时候，亲代却开始离开人生的主流，逐渐远去了，这也是一种隐。
曾子就说，你想侍亲的时候，亲却不在了，所以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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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代交替，本身就有一个时间上的错位造成的隐藏，或者说是隔离。
总之，慈爱，孝爱，亦悲亦喜，说远还近，说近还远；乃是发自天性的隐蔽的发生境域，所以在儒家
看来，它是人生的意义之源，诚心诚意之源。
　　至诚就是一个最感人的音乐境界，它有一种互根互缠意义上的“正反馈”效应（正反馈就是所做
事情的后果，回过头来又促成新的行为），或“诚者自成”的“无息而新新”这样的效应。
在这个境界里，人会感到极度的自信、欣悦、出神，感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品尝到了人生的至味。
这是因为你进入了“当下反思”而非“事后反思”的境界，你所体验的，同时被你正在想着，而你想
的，会回过头来使你再去体验，再去想。
所以你爱的，会使你再去爱，自放大而扩充到万物；喜怒哀乐，皆从心所欲，而皆中节，也就是相互
中节。
这是《中庸》的最高境界，不感受到它，就还没有把《中庸》读透，嗅到它最饱满醉人的芬芳——思
想的、精神的芬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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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认识历史，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如何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之面目，这是任何时代任何
国度的史家或曰历史工作者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
崔述作为乾嘉时期的学者，并不在当时学术主流中间。
然而百多年后，他却受到古史辨派的推重，其中自有缘由。
《崔述学术考论》对崔述学术方方面面之论述，相信会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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