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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师培评传》推荐语
*早一本关于刘师培的评传。
对刘师培的经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分别用专章来论述，比较全面且有一定的深度。
独具创见，找出探索政治革命和学术革命的失败的原因，为后人提供借鉴与思考。

  

 

内容简介

首套以近代国学大师为撰述对象的大型学术丛书，引“国学热”风气之先。全面评价和
把握国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助读者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
化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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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
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
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
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
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
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
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
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
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
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
应的阅历），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
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
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
时代！ 

媒体评论

《国学大师丛书》表现了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了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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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规模宏大，意义深远
。——张岱年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刘师培评传
刘师培就在此年改名光汉，以恢复汉族主权为己任。他倾向于用革命手段将清贵族的专
制统治推翻，并参加过当时的暗杀行动。1904年10月，黄兴等人在湖南策划华兴会武装
起义，计谋泄露，被迫逃奔到上海，万福华曾在上海设秘密机关策应湖南起义，起义未
成，万福华与黄兴在上海会面。这时，广西巡抚王之春被罢官居于上海，万福华愤慨他
曾经倡亲俄谬论，又主张借法兵镇压民变，遂与刘师培、林獬谋刺王之春。刘师培将张
继所赠的手枪借给了万福华。万于是在上海四马路金谷香西菜馆行刺王之春，但因不精
于射击，刺杀未成，反而被捕，连黄兴等人也被牵连入狱。
连年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使刘师培在革命派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一定影响。1904年冬
，龚宝铨、魏兰、陶成章、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刘师培因蔡元培的介绍，也加
入了这一组织。光复会有着比较浓厚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色彩。会名又称复古会。它的
党纲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其组织制度也比较严密，也很重视革命宣传
和组织工作。刘师培主笔的《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报纸以及《攘书》和邹容
《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敖嘉熊《新山歌》等书籍，曾经是陶成
章联络会党的宣传书籍，对革命思想在浙江会党中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光复会极力主
张民族革命，代表了江南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强烈的反满复汉的要求。它在长江下游和日
本留学生中影响较大。
在参加光复会的同时，刘师培还参与了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1905年初，以中
国教育会为纽带，以《警钟日报》、《政艺通报》为主要园地的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正式
成立。2月23日，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正式发行。刘师培对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
》的筹办，都起了重要作用。 刘师培评传 刘师培就在此年改名光汉，以恢复汉族主权为
己任。他倾向于用革命手段将清贵族的专制统治推翻，并参加过当时的暗杀行动。1904
年10月，黄兴等人在湖南策划华兴会武装起义，计谋泄露，被迫逃奔到上海，万福华曾
在上海设秘密机关策应湖南起义，起义未成，万福华与黄兴在上海会面。这时，广西巡
抚王之春被罢官居于上海，万福华愤慨他曾经倡亲俄谬论，又主张借法兵镇压民变，遂
与刘师培、林獬谋刺王之春。刘师培将张继所赠的手枪借给了万福华。万于是在上海四
马路金谷香西菜馆行刺王之春，但因不精于射击，刺杀未成，反而被捕，连黄兴等人也
被牵连入狱。 连年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使刘师培在革命派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一定影
响。1904年冬，龚宝铨、魏兰、陶成章、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刘师培因蔡元培
的介绍，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光复会有着比较浓厚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色彩。会名又称
复古会。它的党纲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其组织制度也比较严密，也很
重视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刘师培主笔的《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报纸以及《
攘书》和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敖嘉熊《新山歌》等书籍
，曾经是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宣传书籍，对革命思想在浙江会党中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光复会极力主张民族革命，代表了江南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强烈的反满复汉的要求。它在
长江下游和日本留学生中影响较大。 在参加光复会的同时，刘师培还参与了国学保存会
的发起和组织工作。1905年初，以中国教育会为纽带，以《警钟日报》、《政艺通报》
为主要园地的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2月23日，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正式发行
。刘师培对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筹办，都起了重要作用。 国学保存会和《国粹
学报》反映了20世纪初年革命排满声浪中的一股“研究国粹、保存国粹”的思潮，它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江浙一带进步知识分子从传统思想文化探索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表
现。早期以主要篇幅从事国粹宣传的报刊是邓实、黄节于1902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政艺
通报》，该报内容分政、艺两部分。它一方面积极介绍西方各种学说，以期开启民智，
表现了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一方面大量宣传国粹，激发民族爱国思想。为了推动国学的
研究，邓实等人积极从事组织活动。早在1903年冬，《政艺通报》即刊出了倡议组织国
粹学社的消息，后因时事变迁而中辍。直到“甲辰冬季之月”改称“国学保存会”的团
体才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会的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①，抒发经世爱国之志。
其入会条件：一是捐款，二是捐书。特别强调要“搜求古人遗籍”，包括“古人已毁版
之书，或尚有版而不多见之书，或写完未刻之书，或久佚之书”②，乃至古物、古金石
碑版。在国学保存会成立后不久，1905年2月23日，该会创办了《国粹学报》。该报编辑
发行所设在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面的惠福里，由邓实任总纂，主要撰稿人有邓实、黄
节、陈去病、刘师培、马叙伦、章太炎、田北湖、黄侃、王国维、罗振玉、王闿运、廖
平、柳亚子、郑孝胥等50多人，多数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该刊以“发明国学”、“保
存国粹”为宗旨，开辟了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撰录等栏目。主流是
在全面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过程中阐发他们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设想。在1907年冬天以
前，该报富有革命性和思想性，在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理论地位。刘师培自始至
终参与了《国粹学报》的编撰，对于国粹派的理论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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