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学术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清代学术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563397938

10位ISBN编号：7563397930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梁启超

页数：1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学术概论>>

前言

（一）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
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
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
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
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
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
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
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二）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
，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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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梁启超先生治清学史的代表著作。
作者以时代为经，把有清一代学术思潮之流转分为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衰
落期（灭）四个时期，备述其要；又以人物为纬，对清代各时期的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
学术观点、主要著述、师承关系等提纲挈领、择要发挥，堪为了解清代学术思想的入门经典。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学术概论>>

书籍目录

自序第二自序《清代学术概论》序一  论时代思潮二  略论“清代思潮”三  清学的出发点四  顾炎武与
清学的“黎明运动”五  阎若璩和胡渭六  黄宗羲和王夫之七  颜元八  梅文鼎、顾祖禹和刘献廷九  由启
蒙到全盛十  考证学的“群众化”和惠栋学派十一  戴震和他的科学精神十二  戴门后学十三  “朴学”
十四  经史考证十五  水地与天算十六  金石学、校勘学和辑佚学十七  清代的“学者社会”十八  清学全
盛的时代环境十九  桐城派与章学诚二十  清学分裂的原因二十一  清学分裂的导火线二十二  清代今文
学与龚魏二十三  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的中心二十四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创作二十五  梁启超的今文
学派宣传运动二十六  粱启超与康有为的分歧二十七  晚清思想界一彗星——谭嗣同二十八  清学正统派
的殿军——章炳麟二十九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三十  晚清思想界一伏流——佛学三十一  前清学风与欧
洲文艺复兴的异点三十二  清代自然科学为何不发达三十三  结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学术概论>>

章节摘录

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夫宋明理学何为而招反动耶？
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
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
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
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
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胥恃此也。
此在欧洲三千年学术史中，其大势最著明。
我国亦不能违此公例，而明清之交，则其嬗代之迹之尤易见者也。
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
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
顾吾辈所最不慊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
既并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
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
，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
明王守仁为兹派晚出之杰，而其中此习气也亦更甚，即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强指不同之朱陆
为同，实则自附于朱，且诬朱从我。
此种习气，为思想界之障碍者有二。
一日遏抑创造，一学派既为我所自创，何必依附古人以为重？
必依附古人，岂非谓生古人后者，便不应有所创造耶？
二日奖励虚伪，古人之说诚如是，则宗述之可也；并非如是，而以我之所指者实之，此无异指鹿为马
，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
宋明学之根本缺点在于是。
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
少数俊拔笃挚之士，曷尝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
然效之及于世者已鲜，而浮伪之辈，摭拾虚辞以相夸煽，乃甚易易。
故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
重以制科帖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
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
故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
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
夫人类之有“学问欲”，其天性也。
“学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反动其安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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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学术概论》：当学术不端成为一种公害，当学人浮躁成为一种现象，阅读学术经典，虽说不是
一剂拯救的良方，却也能让人警醒，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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