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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品本着传承文化的初心，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大师的手笔厘清中国国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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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笔者相信本书能让读者了解到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作品字字珠玑，充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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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

我今天到《读书杂志》的编辑部去，看见新寄来的三篇文章：两篇是胡堇人和刘掞藜二
君驳顾颉刚君论古史的；一篇是顾君答刘胡两君的信。他们辨驳的问题，我暂时不加入
讨论；因为我对于这些问题还未曾仔细研究，虽然我是很赞同顾君的意见的。我现在所
要说的，是因看了胡刘二君的文章而联想到现在研究国学的人有三件应该首先知道的事
（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不限于这三件，不过我现在只想到这三件罢了）。下面虽然借着胡
刘二君的文章做个例，其实和胡刘二君所讨论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哪三件事？一、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
信于《六艺》”之见。

一

中国的伪书伪物很多，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但辨伪的工夫是常常要用着的，并
不限于第一步）。前人辨订伪书伪物，有许多已有定论的，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一则可
以免被伪书伪物所欺，二则也可以省却自己辨订的工夫。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太不注意
这事了，所以常要误认已有定论的伪书伪物为真书真物。如胡堇人君相信峋嵝碑真是夏
代之物便是一例。他不知道这是杨慎造的假古董。一般讲历史的人相信明人假造的《竹
书纪年》为汲冢旧物；讲文学的人相信东晋伪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真是夏代
之诗；⋯⋯都和胡君犯着同样的毛病。我以为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姚际恒的《古今
伪书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孙志祖的《家语疏证》，崔述的《考信录》，
康有为的《伪经考》，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等辨伪的名著，都是研究国学的
人应该先看的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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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三件事？一、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
信于《六艺》”之见。

 

 

 

二

仅仅知道了前人辨伪的成绩还不够事，因为前人考订所未及或不敢认为伪造的书物还很
不少。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常持怀疑的态度才是。我们要是发见了一部书的可疑之点，
便不应该再去轻信它；尤其不应该替它设法弥缝。我看了刘掞藜君论《尧典》的话，觉
得他是错误的。刘说全本梁启超君；我现在把梁说错误之处说明如下。梁君因《尧典》
中有“蛮夷猾夏”一语是“时代错迕”而疑为伪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再版，页一
七五）；又因《尧典》所记中星在公历纪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而说，“《尧典
》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同书，再版，页一五九）。我以为“猾夏”一
语确可认为伪书的证据（梁君此疑，本于其师康有为君的《孔子改制考》，中华民国九
年重刻本，卷十二，页五）；而中星的问题却还不能认为真书的证据。

 

三

我觉得胡刘二君的文章中很有“信经”的色彩，因此联想到现在治古史的人仍旧不脱二
千年来“考信于《六艺》”的传统见解。他们认经是最可信任的史料，我以为不然。我
现在且不谈我的“离经畔道非圣无法的《六经》论”，姑照旧说讲，也不能说经是最可
信任的史料。旧时说经，有“今文家”“古文家”“宋儒”三派，虽彼此立说不同，但
总不出“受命改制”“王道圣功”这些话的范围；没有说到它在史料上的价值。到了近
代，章学诚和章炳麟师都主张“《六经》皆史”，就是说孔丘作《六经》是修史。这话
本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现在且不论。但我们即使完全让步，承认二章之说，我们又应
该知道，这几部历史之信实的价值远在《史记》和《新唐书》之下；因为孔丘所得的史
料远不及司马迁、宋祁、欧阳修诸人，“夏礼殷礼不足征”之语便是铁证。梁玉绳对于
《史记》还要“志疑”，吴缜对于《新唐书》还要“纠谬”，则我们对于《六经》更应
当持“志疑”“纠谬”的态度，断不可无条件的信任它的。

 

 



 

 

 

现在的青年，应不应该叫他们读古书，这是教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上对于这问
题的意见，约有三派：

（乙）主张不应该读的。他们以为：“中国过去的道德，是帝王愚民的工具；中国过去
的文章，是贵族消遣的玩意儿。它们在过去时代即使适用，但现在时移世易，已经成为
历史上的僵石了。我们自己受它的累真受够了，断不可再拿它来贻误青年。所以青年不
应该再读古书。”这派中还有人以为：“中国过去的文化，和辫子小脚是同等的东西。
这些东西，赶快撇清它还来不及，把它扔到茅厕里去才是正办；怎么还可以叫青年去遵
照办理呢！”

我对于这三派的议论，是同意于丙派的。现在先把甲乙两派批评一下。

乙派的见解，我认为大致是对的。他们之中，有把旧文化看得与辫子小脚同等，说应该
把它扔到茅厕里去。这话在温和派看来，自然要嫌他过火，批他为偏激；这或者也是对
的。但是现在甲派的惑世诬民，方兴未艾，他们要“率兽食人”，则有心人焉能遏止其
愤慨？我以为乙派措辞虽似偏激，而在现在是不可少。我们即使不作过情之论，也应该
这样说：旧文化的价值虽不是都和辫子小脚同等，但现在的人不再去遵守它的决心却应
该和不再留辫子不再缠小脚的决心一样；对待旧文化虽然不必一定把它的全数扔下茅厕
，却总应该把它的绝大多数束之高阁！

据我看来，青年非不可读古书，而且为了解过去文化计，古书还是应该读它的。古书是
古人思想、情感、行为的记录，它在现代，只是想得到旧文化的知识者之工具而已。工
具本是给人们使用的东西，但使用必有其道。得其道，则工具定可利人；不得其道，则
工具或将杀人。例如刀，工具也，会使的人，可以拿它来裁纸切肉，不会使的，不免要
闹到割破手指头了。使用古书之道若何？曰：不管它是经是史是子是集（经史子集这种
分类，本是不通之至的办法），一律都当它历史看；看它是为了要满足我们想知道历史
的欲望，绝对不是要在此中找  
出我们应该遵守的道德的训条，行事的规范，文章的义法来。

对于青年读古书，引纳于正轨而勿使走入迷途，这是知识阶级的责任。但是近来看见《
京报�副刊》中智识阶级所开列“青年必读书”，有道理的固然也有，而离奇的选择，
荒谬的说明，可真不少。我对于这班知识阶级，颇有几分不信任，觉得配得上做青年的
导师的实在不多，而想把青年骗进“十绝阵”去的触目皆是。这实在是青年们的不幸。
可是，这又有什么法想呢？

 



 

 

 

 

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
出版。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决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
大全”之类来搜括。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至于这些“国学”书的
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
（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
饷阅者的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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