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
①

■ 葛兆光

引言：清代学术和思想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似乎 以 清 代 最 有 吸

引力，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

第一，它是古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尾巴，也
是西方影响下的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开端，这个

转换或者叫做转型的过程，一定最有 意 思。更

何况在中国，终点和起点并不是那么清晰，彼此

纠缠重叠，古代传统里面有现代因素，现代思想

里面有古代资源。

第二，清代思想和学术的社 会 背 景 和 影 响

因素很多。这是一个满族统治的时代，满 汉 问

题本身就构成复杂的背景，又 是 一 个 西 洋 东 洋

列国的 文 化 和 学 术 都 进 入 传 统 中 国 的 时 代，

还是一 个 版 图 越 来 越 大，族 群 越 来 越 多 的 大

帝国，内外华夷、满 汉 甚 至 满 蒙 回 藏 鲜 问 题 也

出来了，一面是 朝 贡 体 制 下 的 天 下，一 面 是 万

国公法 中 的 一 国，还 有 一 个 庞 大 的 多 民 族 的

疆域，它 的 问 题 的 复 杂 性，会 让 你 感 到 兴 奋，

大凡学术研究，越 复 杂 越 搅 不 清 楚，你 就 越 有

用武的空间。

第三，清代学术和思想，大 家 都 知 道，主 要

表现在经史考 证 上，而 考 证 的 经 史 呢，又 多 是

早期的 典 籍，所 以，清 代 和 先 秦 两 汉，形 成 了

中国的“两 头”，因 为 它 总 是 关 涉 到 先 秦 两 汉

的思想 和 学 术，比 如 经 学、诸 子 学、早 期 的 佚

籍，所以，它成了 古 代 思 想 史 和 学 术 史 的 两 端

之间的“联系环 节”，从 两 端 的 叠 影，看 它 们 之

间的互 相 解 释，可 以 看 到 思 想 和 学 术 史 的 巨

大变化。

第四，清代的资料太丰富，你尽可以从这里

面，不断发掘到新资料，而学术研究总是期待新

资料，来填补空缺的。

这就 是 清 代 学 术 与 思 想 有 研 究 意 义 的

原因。

一、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史

今天 我 们 要 以 艾 尔 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ｌｍａｎ）

教授的《从理学到朴学》作为文本，来当清代学

术与思想史讨论的基础。当然，在这本 书 出 版

之前，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

一些大家熟知的典范，出版了好多重要的著作

和论文了。通常，书写的历史总是实在 的 历 史

结束的时候出来的，就像经学即将结束的时候，

出 现 第 一 部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经 学 史 即 皮 锡 瑞 的

《经学历史》，传统文学结束的时候就有黄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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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甲的《中 国 文 学 史》一 样。对 于 清 代 思 想 与

学术的总结性 历 史 研 究，出 现 在 晚 清，这 是 因

为西方 的 学 科 制 度 和 知 识 系 统 进 来 了，而 传

统的中国学术 和 思 想 面 临 重 新 组 建 和 重 新 解

释，这些论著的 写 作 起 因，也 是 西 方 学 科 制 度

和知识系统的 刺 激，新 的 学 科 框 架、新 的 评 价

标准、新 的 论 述 语 言 都 来 了，所 以，自 从 传 统

学术开 始 瓦 解，它 自 身 的 历 史 也 就 被 书 写 起

来了。

下面是 当 时 最 重 要 的 几 个 人 的 清 代 学 术

论述：
（一）１９０４年，章 太 炎 在 东 京 出 版 的《訄

书》（重订本）里就有《清儒第十二》一篇，他强调

清儒继承汉儒，而且以顾炎武、阎若璩、胡 渭 为

首，显示了他偏爱朴学，强调汉代学术 传 统，强

调重考据和反义理的一面，当时他注重的是反

满的汉族民族主义，这种对清代儒学的描述，恐
怕和他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有关。

（二）１９０４年，梁 启 超 也 补 写 了 前 两 年 写

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之学

术》一节，里面已经把 清 代 划 成 了（１）顺 康（重

心在讨论程朱陆王问 题），（２）雍 乾 嘉（汉 宋 问

题），（３）道咸同（重心是今古文问题）、光绪（孟

子与荀子的问题），并且说到，清代初期学分新

旧，新趋向的代表是顾、黄、王、颜元、刘献廷，他
们开启了“应用的而非理想的”学术风气，而清

代考据学 全 盛 的 时 代，和 欧 洲 的 倍 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今译培根）相同，他们的方法，也有点儿

像倍根的“归纳论理学”，只是因为“时主操纵”，

就是皇权高压的缘故，虽然考据 的 精 神 接 近 科

学，但是流于支离破碎，约束性灵，“不用诸开而

用诸闭，不 用 诸 实 而 用 诸 虚，不 用 诸 新 而 用 诸

旧”，所以，“泰西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勃兴，中
国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益消沉”，不能像欧洲那

样成就文艺复兴。不过，他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还是觉得，这两百年来的学术，仿佛“实取前此二

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

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

之现象也”，他把它命名为“古学复兴时代”，这已

经有了“复古”再“复古”的历史脉络，也含有了清

代学术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意思①。
（三）１９０７年，刘师培接连写了《近儒学术

统系论》（原载《国粹学报》第２８期）、《清儒得失

论》（《民报》第１４号）、《近代汉学变迁论》，大体

上以“民族主义”为评价的基础，对所谓汉学，作
了一 番 清 理，尤 其 是《近 儒 学 术 统 系 论》，从

（１）明末清初的浙学（刘宗周、黄宗羲）开始，一

直说到浙江的 万 斯 同，（２）从 崇 尚 程 朱 理 学 的

汤斌、陆 世 仪，到 讲 究 实 践 的 孙 奇 逢、李 颙，
（３）从王夫之、唐 甄，到 启 发 汉 学 的 顾 炎 武、毛

奇龄、胡 渭、阎 若 璩、王 锡 阐、朱 彝 尊、梅 文 鼎，
（４）到考据学大盛的惠周惕和惠栋、余萧客，到

所谓皖派的江永和戴震，里面还说到凌廷堪、程
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焦循、阮 元 等 等，当 然 也

提到纪昀和朱珪、翁方纲和钱大昕，（５）然后是

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的今文学，以及 安 徽 桐

城之学、浙江之学以及龚自珍等人，（６）一路下

来，最后说到徐松、祁颖士、张穆、何秋涛的西北

地理之学，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清代学术史②。

（四）１９０７年，皮 锡 瑞《经 学 历 史》讲 到 清

代学术三变，也划分了（１）国初，汉学方兴，宋

学为根底，不分门户，汉宋兼采；（２）乾隆以后，

推崇许、郑之学，汉学兴盛，（３）嘉道以后，又由

许郑溯源而上，到西汉今文之学，他和梁的说法

很接近，主要是因为今文学家追溯历史，一定要

从今文学倒推回去，把复古当作追寻最高真理

的必经途径，所以清代是古学复兴的 时 代。这

是写道统的方法。

（五）王 国 维 的 说 法。１９０４年，王 国 维 写

了一篇《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那

个时候，王 国 维 正 好 热 心 于 叔 本 华、尼 采 的 哲

学，觉得这种整体解释宇宙和历史的学问，很深

刻也很系统，对于中国传统学问来说，这是一个

来自西洋哲学世界的强烈刺激，这种刺激可以

使学者对过去的资源进行“重组”，所以，他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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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三百年，虽然汉学发达，但是“庞杂破碎”，

找来找 去，只 有 戴 震 和 阮 元 两 个 人 的《原 善》、
《孟子字义疏证》、《性命古训》才有一点“哲学”

的意思，他评价说，这是“一方复活先秦古学，一
方又加以新解释”，重新讨论孟子以来的“人性

论”，建设心理学和伦理学。但是要注 意，这 时

的王国维对中国哲学史还没有一个贯通的、整

体的脉络，所以他只是说，戴震恢复了古代北方

哲学重实际的传统，但中国哲学后来被南方、印
度影响，成为纯理论哲学，专门讨论“幽深玄远”

的问题，并不适合中国人。所 以，他 的 结 论 是，

戴震和阮元“以其考证之眼，转而攻究古代之性

命道德之说，于是北方之哲学复明，而有复活之

态”。他的这些思想，后来也对各方面产生很大

的影响，１９２０年代梁启超与胡适不约而同地把

清代学术的最高典范从顾炎武转向戴震，有王

国维（也包括刘师培等）的影响。

先把王国维放在一边，这里 只 讨 论 清 代 学

术与思想的整体脉络。应该说，（１）章太炎、刘
师培的说法，大体上是以批判满清统治的汉族

民族主义为基础，以当下的政治关怀来评价清

代学术，一方面说明清易代以后，“自是朝廷利

用其术，而以朱学范民”，在官方的控制下，清代

之学术是“用于保身”，是“智而谲”，一方面说清

代汉学，常常是用汉人的文化来批评满清的统

治，像 戴 震 考 证 音 韵 是 批 判《康 熙 字 典》之 类。

同時，他们以科学的怀疑、征实、丛缀、虚妄为评

价标准和基础，对清代学术进行评价，并且指出

这种 学 术 渐 渐 衰 退，因 此，需 要 引 进 新 的 学

说①；（２）而 梁 启 超、皮 锡 瑞 的 说 法，也 主 要 是

以科学主义为基盘，承认当下的学术是文艺复

兴，认为所谓“复古”不是倒退，而是“学愈进而

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 变 而 至

于道”，所以是“古学复兴时代”（皮锡瑞《经学历

史》）。———不过，无论两者差异有多大，但是他

们都试图用“变”的观念来看待清代学术，都觉

得学术和思想要有顺应现代的变化，正如梁启

超用佛教的“生、住、异、灭”为脉络一样，都觉得

思想和学术应当有进步。

不过，章、刘的说法，在 反 满 的 民 族 主 义 渐

渐失去了现实意义的时候，他们的说法，便远远

没有依托西方文艺复兴历史的梁、皮说法有影

响。在以后的八九十年学术思想史里 面，影 响

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些：（１）在中国

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１９２１）、《近三百年

中国学术史》（１９２６）、胡适关于费密、戴震的论

文、钱 穆 的《近 三 百 年 学 术 史》（１９３７），近 几 十

年，是杨向奎编的《清儒学案新编》和余英时的

著作，比如《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学术思想

史重要观念通释》、《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等等，最为 重 要。（２）在 日 本 则 是 狩 野 直 喜 的

《支那 哲 学 史》、《清 朝 的 制 度 与 文 学》（均 为

１９２０年代的京 都 大 学 讲 义）和 森 木 竹 成《清 朝

儒 学 史 概 说》（东 京，文 求 堂，１９３０年）为 开

创②，近几十年来，比较重要的则有近藤光男的

《清朝考证 学 的 研 究》（研 文 出 版，１９８７年）、滨

口富士雄《清代考据学的思想史研究》（国书刊

行会，１９９４年）、木 下 铁 矢《清 代 考 据 学 と そ の

时代———清代的思想》（创文社，１９９６年）、冈本

さぇ《清代禁书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６
年）等。

章、刘的影响渐渐退去之后，后来这些研究

大体上有两种倾向，用台湾东海大学的邱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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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木竹成此书中称，他参考了皮锡瑞、梁启超、胡适、罗振玉、周予同等中国学者，以及高濑武次郎《支那哲

学史》、宇野哲人《支那哲学史讲话》与《支那哲学的研究》、渡边秀方《支那哲学概论》、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矢

野仁一《近代支那论》等等，他以康熙到乾隆的文教政策为背景，以清代儒学为中心，把清代学术分成浙西学派（顾、

阎、胡；浙西吴派即三惠、江声；浙西皖派即江永、戴 震、段 玉 裁、王 念 孙 父 子、俞 樾、孙 诒 让 与 章 炳 麟；扬 州 学 派 即 汪

中、李淳、刘台拱、阮元等等）、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常州学派（庄氏三代、刘逢禄、宋

翔凤、龚、魏）、以及理学派、古文学派、颜李学派、湖南学派等等。



教授的总结，可以说形成了两种“典范”①：
（一）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论
主要是根据：（１）明清巨变的刺激，（２）对

明代束书不观 游 谈 无 根 而 误 国 的 反 省，（３）文

字狱的钳制，等等因素，认为清代学术既是对心

学的批判，也是对理学的反动，指出这一方面造

成了清代学术远离现实，“著书都为稻粱谋”的

风气，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的

科学精神。———这是从社会背景的影响来讨论

清代学术的缘起。
（二）钱穆的“每转益进”论
钱穆特别指出，儒家学说里面本来就有“尊

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传统，（１）宋代学风也一

样，陆 九 渊 重“尊 德 性”，但 是 朱 熹 却 重“道 问

学”，而朱子之学其实正好是启迪清代学术的资

源，所 以 他 在 第 一 章 里 就 大 谈 宋 代 学 术 史，
（２）并且这 种 朱 子 的 学 风，恰恰引出明代的东

林党拨乱反正，批评王学之弊端，兴起“辩名理纲

常，启实践之风”，（３）而清代初期学者就是继承

东林学风的，（４）在这一学风里面，包含了两个

面向，一是讲求实学，经世致用，一是格物致知，

博学于文，后面的这个面向，就开启了后来追求

实证之学的路子。———这就叫每转益进，换句话

说，就是学术自身不断超越与变化，构成了清代

学术和思想的历史。这算是从内在的资源和启

迪方面，来讨论清代学术的起源与变化的。

不过，这两种典范，虽然是有重视内在和重

视外在的差异，但基本上还是“近代性”的历史

论述。为什么？因为他们都预 设 这 个 学 术 史，

是渐渐趋向近代的，即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

途是光明的”，总是要走向近代的，所以，要在它

们的历史里面，寻找符合近代理性和科学的东

西。尤其是前一种。我要告诉 各 位，理 论 不 是

时装秀，不是越新越好，当然也不是酿 酒，也 不

是越陈越好，但是，我相信理论越简明，越 有 影

响和力量。我们可能对前一种论述感觉有些陈

旧、有些简单，但是陈旧未必错误，简单 恰 恰 明

白，它的逻辑特别清楚，就是（１）和文艺复兴一

样，他 们 上 手 的 工 作 是 古 典 的 整 理 和 考 证；
（２）和文艺复兴一样，古典的整理瓦解了（中世

纪）的经典的权威性，如果说欧洲是神学的；中

国就是儒学的；（３）经学和经典的权威性，一方

面与古代的神圣意识形态有关，一方面和政治

权力的合法性有关，它是古代社会和政治的基

础；（４）瓦解了经学的权威和神圣的束缚，就进

入了和西方相似的“近代”，所以梁启超把这个

历史当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他的《清代学术

概论》本来就是给蒋方震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

著作写的序文。

正是因为如此，在这个文艺 复 兴 作 背 景 的

历史脉络里面，有一些就被突出起来，比 如，顾

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渐渐被当作后世思想与学

术的引路者，尽管这些明清之间的大学者，有的

是事后被发掘的，有的学术取向后来被重新解

释，有的一些立场和事迹被重新叙述过，但是无

论如何，他们成为清代学术（博学于文）和道德

（行己有耻）的开山，他们考证音学、重视史学、

延续学脉、思 索 历 史，被 说 成 是 引 领 了 后 来 学

术；接着，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

明辩》等等，被当作瓦解经典神圣性的工作，整

个考据学被当成是对儒家经学的历史学冲击。

而稍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被看成是挑战

宋代理学，凌廷堪的“以礼代理”被称看作是对

天理的解放，而阮元的《性命古训》被说成是对

宋代理学基础的瓦解，而后来兴起的今文经学，

更是超越了东汉时代的经学权威，使经典成为

自由解释的文本。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就 是 先

走出明代王学之空疏，再走出宋代理学，再回到

东汉，最后回到西汉时代，终于找到了圣人本来

的思想和观念。因此，以复古为变新，回到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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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丘为君的总结，是分为三个典范，一 是 梁 启 超 和 胡 适 的“理 学 反 动 说”，二 是 钱 穆 的“每 转 益 进 说”，三 是 余

英时的“内在理路说”，见 其 论 文《清 代 思 想 史 研 究 典 范 的 形 成、特 质 与 义 涵》，载《清 华 学 报》新 二 十 四 卷 第 四 期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新竹）。但是，我认为余英时的思路与钱穆的思路有延续性，所以，基本上可归为一类。



就等于走到近代①。

这使我们关于清代思想和 学 术 史 研 究，形

成了一个模式。模式或者叫典范的厉 害 之 处，

就是把历史论述里面，要讨论的人物事件和现

象筛选确定、把要用的文献资料圈起来、把一个

可以贯穿的解释固定下来，后来的人就照猫画

虎。梁 启 超 和 钱 穆 就 奠 定 了 这 样 的 模 式：
（１）选择 的 研 究 对 象，大 体 上 是 刘 师 培、梁 启

超、钱穆所提出的那么一批人物，这些人成为固

定的连续环节，章节基本上就是以他们的先后

成为系列，他们就是清代学术的历史，从清初的

顾、黄、王起，到康熙年间的阎、胡，到 乾 隆 时 代

的惠栋和戴震，到嘉庆以来的阮元、焦 循、凌 廷

堪，以及庄存与、刘逢禄，下接道光以后的魏源、

龚自珍等等。他们不怎么讨论毛奇龄、翁方纲、

李调元等人，当然，如果接受钱穆的说法，也许，

另外还会多讨论一些崇尚理学的学者。（２）学

术史所 谓 的“学 术”，儒 家 与 经 学 占 据 了 中 心。

连杨向奎编的大书，都叫《清儒学案新编》，描述

的是“儒”者呀，所以，经学著作以及与经学有关

的小学论著，就是文字、音韵、训诂，勉强加上少

数历史考据和论述（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及章

学诚）成 为 这 一 学 术 史 的 基 本 重 心，其 他 的 知

识，则较少 出 现 在 学 术 史 中 间。（３）关 于 学 术

和思想的社会史背景，研究得很少，在知识社会

史的方法没有引入之前，有关这类领域的研究

很少，其实，这里可开掘的领 域 很 多。比 如，清

代支撑学术世界的种种因素，像选拔文人的科

举制度、收罗文化人的幕府制度、各地藏书以及

商贾的支持方式、私塾和书院的经济情况、地区

与地区的学术风气差异等等；日本学者山井涌

曾经说，清代学者除了科举之外还有谋生道路

和成名途径，这是一大关键，和朝鲜两条路只能

走一条、日本士人没有科举却只能在各种具体

技术领域谋生，是完全不同的。这一说 法 值 得

注意，可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你怎么能够

证实这一中国清代学术的特点呢？（４）正统的

思想和主 流 的 学 术 之 外 的 东 西，涉 及 也 很 少。

这个时候到底 是 否 就 是 那 么 一 致 地 倾 向 和 仰

慕经学和考 据？ 是 否 思 想 世 界 就 那 么 同 一 而

没有异端？在 这 些 被 凸 现 出 来 的 人 物 之 外 还

有没有特别 的 人？ 朝 鲜 使 者 到 中 国 来 聊 天 时

遇到的 种 种 异 端 思 想，是 普 遍 的 还 是 特 殊 的

现象？是否现 在 可 以 看 到 的 公 开 文 献 就 是 清

代学者和文 人 真 的 观 念 文 本 和 心 灵 世 界？ 这

些都没有很好的研究。

二、艾尔曼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艾尔曼是中国学术界很熟 悉 的 美 国 学 者，

也是我的多年朋友。他是宾州大学的 博 士，过

去曾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教授，现

在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做讲座教授。他的论

著很多，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三种，一种是下面要

重点讨论的《从理学到朴学》，一种是《经学、政

治和宗 族———中 华 帝 国 晚 期 常 州 今 文 学 派 研

究》，还有一种是还没有译成中文的《晚期中华

帝国 科 举 文 化 史》（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我 看 艾 尔 曼 的 著 作，感 受 很 深 的 有

三点。

第一，他相当注意从经学内部的分歧中，看
到思想史的变化、差异和冲突。

我们知道，无论是“儒学”、“经学”还是“经

典”，都不是铁板一块，中国过去的思想与学术

中间，有很多复杂和多元的成分，经典诠释和思

想阐发，也常常不同，由于儒家、经学和经典，是
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是合法性合理性

知识和思想的来源，因此，任何一些方法和技术

上的变化，都有可能会成为政治变化和思想变

化的大契机。这一点和我所说的“知识史和思

想史”之间的互动一样，就是说，知识的、学术的

东西，有时候就是会成为资源、在一定的历史背

景刺激下影响思想史甚至是政治史的。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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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那个时候，中国学者常常以为“古学 再 生”是 文 艺 复 兴 的 特 征，不 过，这 种 理 解 是 不 对 的，至 少 是 后 来 人 的

想象或者是中国式的理解，其实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三篇《古典文化的复兴》中已经很清楚地

反驳了这种也曾经流行于欧洲的历史想象。



知道，艾尔曼的研究，是有一点儿“破”现代的，

由于儒家也好、经学也好，经典也好，都 可 以 引

申出不同资源，有不同意义的诠释方向，比如复

仇问题①、比如博物与求理②、比如尚 文 和 尚 武

等等，所以，你就要注意它的制度化、政 治 化 和

世俗化。

艾尔曼很注意这 一 点，尤 其 是 儒 家、经 学、

经典本来就是两千多年中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

意识形态，所以它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变化，都会

影响社会和政治，儒家内部（今文古文）、经学解

释路线（考 据 还 是 义 理）和 经 典 的 偏 重（重《春

秋》还是重《礼》或是《四书》），一方面，这些看上

去是经典解释权和解释方法之争，其实就是争

夺道德和政治、社会和风俗的指导权。另 一 方

面反过来说，如果社会和政治发生变局，也会影

响到经典解释的方法和方向。这些都是很重要

的观察角度，艾尔曼就是抓住这个清代政治的

“变局”，以此来讨论经学内部的“变化”，政治和

经学，变局和变化，是他的关 注 处。所 以，他 在

《从 理 学 到 朴 学》一 书 里 面，首 先 讨 论 的 是，
（１）考据学把“经”变 成“史”（不 要 以 为 章 学 诚

“六经皆史”和考据一派没有关系，这是同一个

大方向），他叙述了清代考据学以后，认为清代

是“从理学到朴学”（英文原文是从哲学到文献

学），他说“考据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这就是

“关键性的 观 念 转 变”（页２１—２３），这 就 是“文

艺复兴”和“新 时 代 即 将 来 临 的 序 曲”（页４）；
（２）在《经学、政治和宗族》里面，又强调经学内

部的变化 会 成 为 大 事 件 因 缘，他 说，“（今 文 经

学）代表着一个充满政治、社会、经济动乱的时

代的新 信 仰，它 倡 导 经 世 致 用 和 必 要 的 改 革”
（页２２５），“求 助 于 古 典 的 重 构 来 为 现 代 授 权，

为将来立法”（页２２５）。

第二，他相当注意科学知识、科举制度和文

化人的身份角色，在思想史上的意味。

他在很多 论 文 和 著 作 中 都 指 出，（１）考 试

内容的变化，会引导和暗示儒生文士的学术取

向的转变，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明代嘉

靖四年（１５２５）的江西乡试、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

浙江乡试的考试内容变化，既反映了主考官出

题人的关注点的变化，又会引导和暗示考生的

兴趣变化，大家都知道，考试尤其是和 出 身、前

途有关的考试，是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守护神

和指挥棒，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嘛。所 以 他 曾

经特意提 到 阮 元 在 学 海 堂１８２０年 的 考 试（页

４５）、以及１９０５年科举 制 度 的 废 除 的 影 响。今

年是科举废除１００年，大陆还有很多人要重新评

价科举呢，但我想这可能是对激进的反思，并不

真的是好好检讨了科举的历史和问题。（２）他

特别关注了学者的职业化问题，他曾经提到幕府

宾客（尚小明的研究即与此有关）、商人赞助（比
如扬州盐商，富裕家庭的延请塾师，富有的藏书

家聘请校勘者）、官员的资助（比如徐乾学、朱筠

兄弟、一直到张之洞；阮元对王引之说，其父亲书

之刻印，如果在粤，十日即成，即是一例）、书院私

塾等等。我看清代资料，知道清代重商，官员也

经商，连大学士都做生意，比起明代观念上要松

得多，这些清代的因素，松动了学术和政治的连

带关系，也逐渐可以有分化的可能；（３）成功的

学术范例的影响和传播，比如顾炎武、阎若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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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日原利国《复仇论》。按照《礼记·曲礼》《檀弓》《大 戴·曾 子 制 言》的 说 法，复 仇 是 天 经 地 义 的 事 情，尤

其是为父亲报仇，这当然是正当的，但是，这里就有了两个问题，第一，凡是为亲人复仇都是合理的吗？所以，《公羊

传》定公四年说，要小心复仇变成“推刃之道”。第二，如 果 每 个 人 都 以 为“复 仇”是 正 当 的，那 么 是 不 是 就 应 当 是 他

自己去报仇？这样是不是就会导致社会大乱？《周礼·地 官·调 人》就 对“调 停”很 关 注，提 倡 把 仇 人 迁 到 海 外、异

国、边地，向官府报告（“书于士”），使复仇纳入政府秩序的轨道。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道德和制度，

究竟什么优先的问题，社会秩序究竟应该建立在正义上面，还是建立在法律上面，究竟应当由个人来裁决合理性问

题，还是由政府来判别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后来 争 论 不 休，比 如 荀 悦、陈 子 昂、韩 愈、柳 宗 元、王 安 石、苏 轼，都 讨

论这个话题，一直到晚清还在讨论，甚至把复仇变成了国家外交和战争政策问题，像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即新历１８９７年１２月１４日的《知新报》第四十册开 篇，就 发 表 了 顺 德 刘 祯 麟 的《复 仇 说》，不 过，这 个 时 候 讨 论 的 背

景，已经是近代的问题了。

博物和求理本来都是儒学的传统，后来一个被淡化，逐渐边缘，一个被凸显，成为主流。



等，就成为可以学习、模仿和复查的成就，通过书

信、钞写和刻印，成了典范。这也使学术有了进

步、科学和真理的意义，不再是宋代理学和明代

心学所提倡的只能“心证”的那些真理。

科举确实很重要，尤其是和 思 想 文 化 史 的

关系尤为重要，所以贾志扬、李弘祺、艾 尔 曼 等

人都很关注，为什么？因为，（１）科举考试这一

关节，上 涉 教 育（教 材、学 校、师 生），下 涉 制 度

（入仕、出身、官僚），中涉流动（社会分层、阶层

变化、社会组织）；（２）它 又 是 一 个 可 以 做 中 外

比较 的 课 题，比 如 中 国 和 日 本（无 科 举）、朝 鲜

（两 班 制 度），比 如 中 国 与 西 方（文 官 制 度）；
（３）它又确实和 思 想 文 化 密 切 相 关，不 仅 仅 因

为思想文化史的主角是士大夫，而且科举本身

对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的钳制和鼓励，也相当厉

害，所谓“入吾彀中”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所谓

八股形式为什么成为明代、清代一直到五四以

后的批评对象，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式问题

呀。所以，大家看艾尔曼的《晚期中华帝国科举

文化史》，这 部 大 书 很 精 彩①，你 们 可 以 和 宫 崎

市定的《科举史》（尤其是第三章《近代中国社会

与科举》、第四章《科举制度的崩坏》，《宫崎市定

全集》１５，岩波书店）、何炳棣《科举与中国近世社

会》（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日
文本，１９９３年）、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

联书店，１９５８年）等等比较，就可以看出他这部

书的价值②。

李弘祺曾经在《台大历史学报》有一篇很好

的书评，说到了他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大家可

以参看。我自己的看法是，艾尔曼的这部书，比
起过去单纯的讲科举的书，多了文化和社会的

大背景和 大 关 节，这 是 所 有 的 书 都 比 不 过 的。

尤其是以下三 点，（１）他 指 出 元 代 虽 然 科 举 宣

布以程朱理学，但并未让程朱理学占据主导地

位，真正使程朱成为正统，并精心设计了科举考

试制度的是在明代初期，这和我关于明代初期

的判断是一致的，这和过去单纯从文献上字面

上讲科举落实在元代很不一样，它注意到制度

化和 落 实 化 的 层 面，透 视 到 了 历 史 的 背 后。
（２）由于科举制度是唯一制造官员和上升的途

径，竞争很激烈，就像今天的千军万马过高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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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书分为十一章，分别讨论了（１）宋元时代科举制度的起源，重新思考晚期 帝 国 科 举 制 度 的 历 史 根 源，他

特别讨论了古文和科举的关系；（２）讨论明初国家力量、文化政策和科举考试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虽然元代确立

科举以朱熹之学为准的，但是真正使它成为固定形式、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却是明初，而明代初期的政治斗争和

政治建设，与科举制度的最终形成有很大的关系，严 格 地 说，朱 元 璋 对 于 程 朱 之 学 和 南 方 士 大 夫 是 有 疑 虑 的，所 以

要分南北场，直到朱棣即永乐时代，才完全形成以程朱为主的完善制度；（３）晚期中华帝国的政府机构、制度和指导

力的变化，精英的动员和流动情况，艾尔曼认为科举 确 实 有“僧 多 粥 少”的 问 题，但 是 这 是 一 个 优 秀 人 才 的 俱 乐 部，

他觉得这是一个相对较好的制度；（４）科举考试并不见得是全能的，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和方法，所以第四章

特别讨论了科场的建筑、考试的情况、作弊的手段，同时也讨论王朝控制与管理力量的限度；（５）讨论经典知识和社

会向度，尤其是官话的重要性，艾尔曼用了很多统计数字，讨论参加科举的人的家庭家世、学习程序等等，这对于建

构一个同一性的上层文明有极大的意义；（６）关于参与考试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情绪焦虑、金榜题名的梦想和这些人

的科举生涯，这是从生活史上讨论科举，用了很多小 说 之 类 的 边 缘 资 料，相 当 精 彩，以 前 没 有 人 从 这 个 角 度 和 这 个

层面讨论过科举中的“人”的问题；（７）科举对士大夫文化知识面的要求和什么是优秀的八股文问题，这是从考试学

的角度讨论，他看来比较同情八股文，对于２０世纪批评八股文，他觉得不公平；（８）阅卷标准、文学的解释以及政府

对于知识的控制和限制，这是从考试内容、技术、标准 等 等 方 面 讨 论 科 举 对 于 文 学 和 思 想 的 要 求，他 特 别 在 这 一 章

里指出，这与考据学也有关系；（９）科举考试中的自然科学知识、历史学和考据学知识，这是从超越常规的考试内容

上面来讨论的，因为清代学术的变化，科举考试这方面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１０）１８００年以前，特别是乾隆二十一

年（１７５６）科举课程内容的变化，表现了改革的加速 度，他 提 醒 我 们，其 实 在 废 除 科 举 之 前，一 直 在 内 部 存 在 着 变 化

的因素，不要把科举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概念；（１１）合法性的变化，反神圣化，这里就讨论最后的话题了，就是讨

论由于大变局的时代，清代科举的改革遇到的陷阱和改革的局限性。

他还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合编过一部论文集，题为《帝制晚期中国的教育与社会》（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１６００—１９００）。



独木桥一样，所以极为重要，对它的评价要相当

谨慎，艾尔曼的评价就和过去的大为不同，他认

为，考试让一批有人文经典知识的人进入了上

层，因此这是很好的制度，这也许和现代制度观

念不同，现代通常都认为，“法律”知识才是最重

要的，因为它是“制度”的保证，现代文官应当首

先守住这个底线，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不是谈什

么人文的精神和关怀，但是艾尔曼却认为有人

文精神和经典知识很重要———当然他也有一些

矛盾，比如李弘祺就指出，“一方面，他说考试制

度是一个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另一方面，他
又接受了科举并不能促成社会的开放和流动，

甚至于在政府干预的情形之下也不能达到那个

目的说法”。不过，也许他这是有他自己的关怀

和用意的。（３）关于参与考试的这些知识分子

的情绪焦虑、金榜题名的梦想和这些人的科举

生涯，这是从生活史上讨论科举，用了很多小说

之类的边缘资料，相当精彩，以前没有人从这个

角度和这个层面讨论过科举中的“人”的问题；

特别是他运用了大量的试卷，讨论题 目、内 容、

文学形式，大家知道，程文墨卷就像现代的《考

研必备》、《托福必胜》一样，《儒林外史》里的马

二先生就是这里面的老手，所以大量的考卷和

教材，就成为很好的分析文本，可是过去没有人

注意和分析，艾尔曼在这一点上非常出色，恐怕

没有人像他看得那么多，所以他使科举的研究

更加细致和具体，也比过去仅仅从制度方面研

究要强得多。

第三，他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上，非常注意家

族、地域、通信及政治事件对思想与文化的作用。

这当然 有 欧 美 新 文 化 史 研 究 的 影 响。首

先，他注意到精英家族的作用，在《经学、政治和

宗族》里面，他对常州的庄存与、刘逄禄等等家

族的关系和作用有很多强调，大家知道，潘光旦

当年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就已经指出世

代相传的大家族在保证文化权力上的重要性，

这是一篇极规范和极清晰的论文，我一直建议

它应当作为硕士论文的范本。艾尔曼研究常州

的今文学派，也注意到了这种在地方上相当有

影响的大家族，在保证子弟进入仕途、参与中央

事务、控制地方教育和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他们

彼此又通过联姻，一方面扩大他们的知识群体

和文化势力，一方面划出边界，垄断某种知识和

文化，形成学派性质的延续性和特殊性。其次，

他提出的“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强调了地

域的关系，提醒我们注意到某个思想或学术流

派的局限性、人数、影响，也强调了特别 的 地 方

的知识兴趣和学术风气的背景，以前我们常常

大而化之地说这是理学的时代，这是心学的时

代，这是考据学的时代，但是正像小岛毅批评的

一样，以地方性的知识充当了全国性的知识，以

地域的特点当作了普遍的风气。再次，他 注 意

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考据学的成果的传播，要

我们去思考，到底影响有多大（崔述不知南方的

考据）？书籍的出版和流通到底有多便利（杨守

敬出版水经注研究之难）？通 信 到 底 有 多 少 力

量，能够确立学 术 专 利 并 赢 得“发 明 权”（例 如

从江 苏 到 广 东，通 信 最 便 利 者，也 需 要 四 十

天；关于 学 术 发 明 权 问 题，可 以 看 赵 一 清、戴

震、全 祖 望 之 校《水 经 注》公 案），这 个“社 会

史”的 角 度 很 有 意 思。宋 代 因 为 印 刷 术 和 书

商的缘 故，导 致 文 学 风 格、写 作 习 惯 的 变 化，

其实已 经 是 一 个 例 证，美 国 的 周 启 荣 对 于 这

方面的研究，很 值 得 参 看，而 清 代 的 情 况 更 值

得深入 的 讨 论 和 研 究。最 后，他 也 注 意 到 嘉

庆四年（１７９９）和 珅 事 件 的 重 要 性，它 和 洪 亮

吉事件 作 为 一 个 象 征，都 是 从 社 会 史 角 度 透

视思想史的很好的背景①。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

合，它和侯外庐时代的社会史思想史结合，相差

很大，几乎不是一回事。

三、关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一书的讨论

　　第一个问题，艾尔曼教授说，考据学是江南

共同体，这当然有他的道理，可是，我觉 得 在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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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他对庄存与的经学取向，以及庄氏与和珅之间的冲突的解释，有很多不同意见，此处从略。



术共同体形成的地域因素上，还有一些其他因

素，需要格外关注。

这里要分三个层面来说。
（一）首先，这 个 江 南 共 同 体 的 说 法，是 他

用《皇清经 解》和《续 经 解》的 作 者 籍 贯 来 统 计

的，统计看 起 来 是 很 科 学 的，可 是，也 要 注 意，
《皇清经解》等是否就全面？《皇清经解》收录七

十多个 人 的 著 作（约１８０余 种，１４００余 卷），七

十多人加上后来《续经解》的人和书，能够代表

清代学术吗？这是一；阮元编这部书的时候，是
以经学著作为中心的，可是清代考据学是否就

是经学？这是二；而阮元心目中的经学代表，是
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万斯大、陈启源、惠氏（周
惕、士奇、栋）、姜宸英、臧琳、杭世骏、秦蕙田、钱
大昕、庄存与、邵晋涵等等，这显然是阮 元 认 定

和看重的一个学术脉络，但是，清代学术史里面

是否还有其他人会更重要呢？这是三。

所以，即使从《皇清经解》和《续经解》中选择

经学家，比较全面而有代表性，但是，清代学术就

只是“经学”为中心的考据吗？科学编史学、地理

学、方志学、金石器物之学的那些大家，还有学西

洋天文历算的人呢？并不一定都是这里面的呀。
（二）“人”的籍贯，并不等于他受教育和从

事学术的地域背景，尽管古代社会人的流动性

不大，但是在清代，学者常常是流动的，不 光 是

“不闻往教，但闻来学”，要追寻名师，而且名师

也为了生 计，要 到 处 坐 馆 教 书 或 者 为 幕 谋 生。

比如，过去有人做浙江经学的研究，可 是，他 选

的人是按照籍贯来的，可是就像台湾的河南人、

山东人可能根本没有到过河南山东一样，家庭

出身籍贯并不能作为学术活动和学术传承的区

域。举几个例子，（１）例如我祖籍是福州，可是

我从小不在福建，我的习惯、学风、经验，也和福

州毫 无 关 系，你 能 把 我 算 成“福 州 学 派”么？

（２）民初北京大学，是在北方，可他的文科教授

却大都来 自 江 浙。（３）江 南 的 经 师，他 接 受 教

育、发表著作、教育传授、发生影响，却可能是在

其他的地 区，比 如，有 人 把 浙 江 看 成 是 一 个 地

区，所以俞 樾、黄 以 周、龚 自 珍 都 是 浙 江 人，但

是，俞樾固然是德清人，但他居住在苏州曲园达

四十年，而黄以周则主要主持江阴的南菁书院，

龚自珍虽然本贯为浙江，但他的受业，则在江苏

金坛段氏、武进刘氏，所以，这一点是有问题的。
（４）特别是 我 们 看 到，在 清 代 考 据 学 风 的 推 手

中，有几个 大 人 物 恰 恰 来 自 北 方，第 一 个 是 朱

筠，是大兴人就是现在北京南部人，第二个是他

的兄弟朱 珪，当 然 也 是 北 京 人，第 三 个 是 翁 方

纲，也是北京人，第四个是崔述，也是北方人，第
五个是纪昀，还是北方人，但是，有谁会 觉 得 考

据学的兴盛能离开他们吗？没有朱筠乾隆三十

六年前后在安徽 学 政 的 主 持（１７７１—１７７３），那

里不会成为学术中心之一，很多家境不佳的学

者恐怕成不了气候（像汪中、章学诚）；没有纪昀

在四库全书馆和他的组织，那些来自南方的学

者能够出头吗？没有《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一些

书籍的褒贬抑扬（像对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方
以智的《通 雅》、杨 慎 的《古 音 通 略》、惠 士 奇 的

《礼说》等等），这个学术风气会兴盛吗？而崔述

虽然和南方学者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他的《考
信录》不也是考据学的典范性著作么？何况，江
南学者并不只是在江南，甚至基本上不能只守

在江南作一个山乡老儒，他一定要走出来才能

成名有影响呀。
（三）由于流动和通信的缘故，我们对于清

代某种地域的文化，必须要有超地域的地域观，

而且最好是流动的观念。江南的这些 人，都 要

到北京去考试或者谋生的，北京当时都住不下，

京城居，大不易呀，所以，有人甚至远在丰润、通
州住，有人在寺庙道观里借住，还有的人在专门

供考生的会馆里住，这在朝鲜使团中文人撰写

的各种《燕行录》里，有很清楚的记载。说明江

南和北京有一个路线，是值得注意的呀。

我们列一个时间表，看看这 种 考 据 学 风 和

考据家们的流动：

【Ａ】北京

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北京，进士考试（甲

戌科），这 次 考 试 由 喜 欢 考 据 古 典 的 秦 蕙 田 主

持，秦当时正在主持修纂《五礼通考》，无形中提

倡了 一 种 学 风。此 科 有 朱 筠、王 鸣 盛、王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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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５—１８０６）、钱大昕、翟灏、纪昀等等①。

乾隆 二 十 年（１７５５），这 一 年，戴 震 避 仇 入

京，纪昀看到他的《考工记图》，非常佩服，叹为奇

书，觉得这比章句之儒强多了，所以，特意给他的

书写了序，而另一个学者钱大昕则觉得，这是一

个“天下奇才”，就推荐他到秦蕙田的门 下 去 修

《五礼通考》，而王安国即王念孙的父亲，则邀请

他到家里教导儿子，王鸣盛、王昶、朱珪等等，也
和他交往，众人聚会谈学，逐渐形成一种学术追

求，也形成一种评鉴尺度，即“古学”的知识。
【Ｂ】扬州

乾隆二十年间（１７５６—１７６５）。由于卢见曾

在扬州为官，不少人便到扬州入幕或 坐 馆。例

如，（１）惠栋于１７５４—１７５７年间在卢见曾扬州

府署校勘《易乾凿度》、《尚书大传》、《郑氏易》、
《李氏易》，自 著《周 易 述》；（２）由 于 惠 栋 的 缘

故，王昶专门到这里拜谒，则被卢见曾聘到家里

教书，当时还有程梦奎（午桥，歙人）、马曰绾、马
曰潞（江都人）、汪棣（仪征人）、张四科（陕西人）

与他来往；（３）沈 大 成（１７００—１７７１）也 在 这 个

时候进入卢府；（４）朱彝尊的孙子朱福孙，也在

这个时候到卢府，出示《经义考》的后一百三十

卷，并在那里合刻成三百卷，这部书的 刻 印，很

影响学术风气；（５）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戴震

到卢见曾的衙署，与惠栋见面，这是一次很重要

的会面。接着他又在这里，帮助校刻朱 彝 尊 的

《经义考》、惠栋的《周易述》、《郑氏易》和《李氏

易》；（６）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惠栋去世后，戴

震仍然在卢署校刻《大戴礼记》，这时卢见曾那

里，不仅有戴震，还有朱筠，还有惠栋的弟子，如
江声、余萧客等等。

这一盛况，一直到乾隆三十 三 年（１７６８）卢

因为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有贪污行为被检举，

死于狱中，还连累了亲家纪昀。
【Ｃ】安徽

在乾隆三十年代，以大兴的朱筠、朱珪兄弟

为中心。朱筠于１７７１—１７７３年为安徽学政，其

官署叫做“太平使院”，就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在
太平刻印《说文》，并且大力提倡严正的考据，章
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里曾经说，“近从朱

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

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 谓 不

能信古，安能疑经”。那个时候在那里 的 学 者，

先后有戴震、邵晋涵、颜九苞、洪 亮 吉、章 学 诚，

而且王念孙和汪中都到过他的门下。

这些大官对于学术的庇护是很重要的，前面

引用过日本学者山井涌的一段话，他说得很对，

在清代，朝廷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编纂事业，地方

政府和有力人士也大量组织编纂地方志和其他

的出版物，家庭教师数量需要也很大，所以，中国

清代的学者即使不能当官，以学问也可以谋生。

不过，反过来说，如果说宋明学者还有学问生涯

以外的空间，可以另谋出路，但清代学者除了学

问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个出路比较大，所

以养成 了 对 学 问 的 重 视 和 为 学 问 而 学 问 的 风

气②。这里面，朱 筠 和 后 来 的 阮 元、张 之 洞，就

是学术护法神一样的，他们羽翼之下，保护了很

多学问人。比如，在朱筠自己的学生辈，就有洪

亮吉（嘉庆初的重要人物）、孙星衍（后来的考据

大家）、武亿、任大椿等等。就是其他人，他也很

关照，在离开安徽的时候，他担心脾气古怪的汪

中没有生计，还把他推荐给浙江的冯廷丞。

【Ｄ】北京

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北京开四库全书馆，

这个四库 全 书 馆，就 成 了 全 国 学 术 的 中 心，而

《四库全书》的收录和提要，也暗示了一种学术

风气。《清高宗实录》卷九三○乾隆三十八年记

载，这一年由大学士刘统勋上奏，建议四库馆招

纪昀、陆锡熊，另外点了姚鼐、程 晋 芳、任 大 椿、

汪如藻、余集、戴震等人来从事编辑，一 下 子 集

中了很多学者。这个时候的中心人物 是 纪 昀，

他三十一岁中进士，五十岁的时候成为馆臣校

书，他自己的学术经历很代表风气转移，“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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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纪晓岚文集》卷一六《前 刑 部 左 侍 郎 松 园 李 公 墓 志 铭》（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１）“此 科 最 号 得 人，如 王 鸣

盛、王昶、朱筠、钱大昕、翟灏，皆称汲古之彦”。

山井涌《明清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０年，页４０９。



以前，讲考 证 之 学，所 坐 之 处，典 籍 环 绕，如 獭

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

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

证”①。按照乾 隆 皇 帝 的 评 断 说，他 是“读 书 多

而不明理”，其实，就是他厌恶宋代人讲理，主张

多读书而已，你看他主编的《总目》，里面常常讽

刺宋代的儒家学者，鼓吹汉学和考据，比如《总

目》里面对惠士奇《礼说》一书的赞扬，就说明他

的学术趋向，而他通过对陈第《毛诗古音考》、方
以智《通雅》、杨慎《古音略例》的表彰和叙述，也
就是在给清代考据学追溯历史来源。

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的起伏沉降，对一代

学术倾向是有影响的，纪昀就是这样的，他一是

主持大型项目四库全书，团结和控制了像戴震、

翁方纲、邵晋涵、周永年、余集等等人，甚至还拉

进来很多无名的读书人（每人每月抄写五万字，

可得饷银若干两），这样就影响了风气的转变。

二是他历任时间很长，一直身在中枢位置，这也

是影响很大的，连朝鲜人来都要去见这个大烟

袋著称的尚书大人，他还替人去买书；三是他自

己是一个博学家，这种博学的风气，有时候会成

为时尚，让很多人也追这个时尚，所以，那 些 只

会讲心性理气的人就没有市场了。

大 家 看，这 里 是 北 京———扬 州———太

平———北京，这个 风 气 就 算 是 固 定 下 来 了。可

是，我们如果过于相信“江南学术共同体”，可能

会忽略一些其他地区的因素。这些清代学术风

气，好像不能仅仅来自江南吧？虽然江 南 最 重

要，但是，当时清朝的政治重心还是在 北 方，虽

然经济南方很重要。我总觉得现在的区域研究

有一点儿问题，就是原来把什么一说就笼罩全

国，是中国的什么什么，可现在地域研究兴起来

了，又总是说是某地某地的什么什么，其 实，人

是流动的，学术是会传播的，把目光仅仅放在一

个地方，不如把研究视野放大。我们是 否 可 以

从这些角度讨论（１）科举考试、入幕为客、外出

坐馆、到处访书校勘等等活动中士人的流动，这
种流动对于学术风气的传播和 推 广，因 为 要 交

友、要议论、要聊天。互相之间一定会有“时尚”

的，当一种形式的学术研究成了被表彰和被推崇

的以后，大家都会朝一个方向走的，这就是汉学

之风的兴起。（２）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也同样

是学术中心的北京，它是怎样聚集学者，构成学

者圈、形成群体，并且如何通过北京———江南的

流动和交换，互相影响的？其实还可以讨论在北

京，他们的居住、借食、经济赞助，这对他们后来

在家乡的活动有什么影响。（３）江南是否也是

模仿北京的？或者北京也是模仿江南的？虽然

在政治上，对江南很小心，但是康熙、乾隆都对江

南有过艳羡，就连风景也会仿造。———所以，应

当讨论的是北京—江南的学术网络才对。

第二个问题是，艾尔曼对清 代 考 据 学 之 于

传统思想的瓦解，意义仿佛“文艺复兴”之于“新
时代”的评价，仍然维护了梁启超以来的说法，

可是，这一说法是根据历史的叙述，还是来自后

设的追认？

艾尔曼在大前提上，还是跟随梁启超、杨向

奎等 人 的 思 路，他 把 这 个 叫 做“江 南 学 术 共 同

体”的学术活动当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就像

我们开始 说 的 一 样，他 的 书 一 开 始，就 已 经 把

１７世纪的中 国 实 证 学 风 与 欧 洲 的 文 艺 复 兴 相

提并论，认为“十七、十八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

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
（页４）。这 个 话 可 能 说 得 太 夸 张 了。这 样 一

来，他对考据学的价值判断，和对考据学的历史

叙述，就有了冲突，一方面断定这一学术思潮只

是“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少数知识精英的活动，

一 方 面 又 断 定 它 使 得 中 国 传 统 思 想 出 现 了 崩

溃，这是不是有些矛盾？他的评价似乎太高，他

的说法是：第一，“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请注

意这是有意识的批判），早在十八世纪已达到高

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性，在那 时 即 受 到 知 识 阶 层 日 益 尖 锐 的 挑 战”

（初版序，页１）。第 二，他 说，那 个 时 代 的 学 者

“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

性……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 古 代 经

典的 纯 洁 语 言，就 会 建 立 这 种 永 恒 秩 序”（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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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姑妄听之》序。



５）。第三，他觉得，还原古典和批评考 辨，就 像

欧洲文艺复兴一样，“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

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这里的关键

就是，他觉得，清儒已经有“考证是义理的最终

裁定者”（页２１）这个信念了，于是，读者就会得

出一个印象，即清代以考据为特征的学术转型，

是自觉针对传统中国思想世界而来的，而学术

史的这一转变，已经引起了思想史甚至政治史

的巨变，因为考据基于理性，而义理需要理性的

检查，因此就有了“近代性”了。

但是，这 一 说 法 至 少 会 引 起 以 下 问 题：第

一，他们既然只活跃在江南、由少数学术研究者

构成、靠一些官方、半官方及私人支持、由 并 不

发达的出版、并不广泛的通信、并不多的人的呼

应，来发布学术成果，那么，他们能在多 大 程 度

上引起积累数千年笼罩全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瓦

解？第二，清代朴学与宋明理学，对传统的学术

的解释方式与思想的阐述方式虽然不同，但这

种不同是否属于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如果不

是，那么它是否足以在整个思想世界引起对传

统价值的怀疑和思索？第三，这种被称之为“实
证性朴学话语”的学术话语，在那个朴学家的世

界中，是唯一的话语么？它是否只不过 是 一 批

文人或学者之间互相认同的一种特殊话语？当

时还有一些人，并不以考据为最大的学问，还有

人以写好文章为最高境界，所以才会有考据学

家像江藩和文章家桐城方东树的冲突呀。

所以，我们要问的 是，这 个 社 会 里，是 否 还

有更多的价值和时尚？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

就要怀疑考据之学对传统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冲

击意义了。换句话说，就是要质疑，（１）学术上

的这些变化，真的一定可以引起思想、文化甚至

社会的变化，让我们看到“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

曲”吗？（２）表 面 上 和 欧 洲 古 典 学 一 样 的 清 代

考据学，真的能像反抗中世纪神学那样，发掘出

古代的资源来反抗另一宗教神学，让我们走出

中世纪吗？（３）如果清代考据学只是“江南”的

“一批”捍卫古代经典的文人学者的共同体，他

们能够形成整个中国的文艺复兴吗？

其实，因为他还是在西方文 艺 复 兴 的 历 史

背景下，来看清代学术的，所以，他把清 代 学 术

和欧洲文艺复兴有个对称的比附，他一定要在

清代考据学里面，找到所谓的“瓦解旧时代，开

创新时代”的因素，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矛盾。其

实，在艾尔曼的其他书里也有这样的价值和事

实的矛盾，比如说在《经学、政治与宗族》的序文

里面，他说，１８９８年，今文经学是否代替了宋明

理学的 正 统 地 位，推 动 着 广 泛 的 政 治 新 运 动”
（页１），可是，他自己也觉得今文经学并没有那

么大的力量，魏源、龚自珍这些被“后见之明”倒
着追溯出来关键人物，在当时就没有那么了不

起，并不那么关键，就连康、梁的今文学说，在当

时也未 必 有 这 么 了 不 起，所 以 下 一 页 就 又 说

“１８９８年，今文经学虽然影响很大，但仍是一般

的政治力量”（页３）。这 一 点，他 自 己 也 明 白，

在《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的序文里面，他

就批评“反历史的倾向”的现代化叙事，尤其反

对以现代化的必然性（必然性崇拜是很多历史

研究者的通病———引者）来反观历史，他甚至还

说这是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污染”，可是，他自

己能够摆脱这种“后设”的立场吗①？

第三个问题，如何超越文献透视历史？

最近我一直觉得，过去的思 想 史 哲 学 史 已

经拧成了一股绳子，好多事实被它捆绑到这股

绳子里面，成为构成这股脉络的部分，可 是，还

有很多历史却被拧掉了，好像多余的水分被拧

掉了一样。

其实，现在慢慢大家都懂得了，历史常常是

一部分被凸显出来，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被遮蔽

了。好多东西你不能只看现成的部分，还 要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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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个例子：一，他有意与现在的现代性 观 念 对 立，一 方 面 说 科 举 是 一 个 好 的 社 会 和 政 治 制 度，使 中 国 有 了

平民出身的精英系统和社会阶层流动，一方面说由于出身、宗族很大成度上决定了科举的成败，所以并不能促成社

会的真正流动，这是否矛盾？二，因为过去都说科举是封 建 国 家 权 力 支 持 下 的 意 识 形 态，并 限 制 了“科 学”（人 文 学

和八股文）和“自由”（代圣人立言），所以他一反过去 的 价 值 评 断，把 科 举 说 成 是 符 合 明 清 官 僚 体 制 的 需 要，支 持 了

国家结构的有效管理，其实这是以后来的价值去反对过去的价值，同样是“后见之明”。



非现成的部分，不仅仅要看上层、经典、表 层 的

东西，还要看下面、边缘、深层 的 东 西。很 多 学

者，包括陆宝千、侯外庐、艾尔曼等等，都习惯地

把“文献当作历史”，把刊刻出来的文字当作心

里话，大家注意，“文献当作历史”，就等于是承

认记载下来的就是真实的，于是把它当信史；把
刻出来的文字当作心里话，就会用这些东西来

叙述思想，把这些话前后连缀起来当思想史。

我为什么要在给艾尔曼的书评里面特意提

出“三种话语”？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见人说人

话，见鬼说鬼话，见了家人才有真心话。这是我

们在现实生活经验中每天都经历到的现象，在

一个专制和高压的政治环境里面，这是难免的，

清代考据学家也一样。
（一）我 们 选 几 个 不 同 的 人 物 来 看。你 先

来看惠士奇的话，“诸学服马郑，百行法程朱”，

其实并不那么反程朱嘛，你不能拿戴震一个人

的说法，就断定考据学家们，都有意识地反对理

学“以理杀人”。考据学家也好，理学家也好，有
时候差别不是那么大，你看翁方纲，他给朝鲜人

金正喜写条幅，选的话就是“博综马郑，勿畔程

朱”，他在信里面就说，现在把汉唐注疏之学和

宋代义理分开，“此最于正学有害也”①。同样，

庄存与在他的家里挂的对联，是“玩经文、存大

体，理义惬心；若己问、作耳闻，圣贤在座”，这是

他的 座 右 铭。再 看 段 玉 裁，他 在 嘉 庆 十 九 年

（１８１４）的 时 候，给 陈 寿 祺———也 是 一 个 考 据

家———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看现在社会上的

大毛病，就是抛弃了洛、闽、关学不讲，反而说这

些学问是“庸腐”，可是因为你不讲这些东西呢，

就没有廉耻，气节很差，政治也搞不好，“天下皆

君子，而 无 真 君 子”，所 以 他 的 结 论 是“专 订 汉

学，不治 宋 学，乃 真 人 心 世 道 之 忧”②。再 看 姚

文田，姚文田（字秋农）是乾隆嘉庆间人，他在文

章中说，“论学尊宋儒，所著书则宗汉学，治《说

文》为专家，旁 通 历 算”③，可 见，至 少 在 公 开 场

合，他们都是会讲官样的话，就是程朱 之 学 的，

何况当他们真心把考据当作寻求义理的手段和

技术的时候，也许并不一定对程朱有那么反感。

所以我说，他们会说的第一种话，就是在公众社

会中使用的“社会话语”，它是一本正经的，未必

发自内心，但 人 人 会 说 的 话 语，尤 其 通 行 在 官

场、文书、礼仪、社交的场合，这是符合程朱之学

的，是“政治正确”的话，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官员

在台上念的社论体的稿子一样嘛。
（二）一种是在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

语”，它是以知识的准确和渊博为标准的，只在少

数学者之间通行。由于它的使用，这些学术精英

彼此认同，彼此沟通，但它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话

语。我们看到清代考据学家之间，经常通信，虽
然一封信要花个一两个月，但是他们这种半公开

的信，是他们互相通气，是某些学术成果在公开

领域被认可的途径。你要学会说这些专业的话，

你才能得到声誉，才能出头，因为有的官员要么

是听名声用人，要么他自己也是这里面的人，要

看你会不会说这种学术性的话，才会用你。

（三）第 三 种 是 在 家 庭、朋 友 之 间 使 用 的

“私人话语”，它或者是很亲密的呢喃私语、或低

斟浅唱，或者是私下表达不宜公开说的一些心

里话。前者呢？人人会说但不 宜 公 开，满 足 心

灵却不可通行，最多形之诗词；后者呢？你就要

去很多边缘的资料里面去找了，比如像本来不

想公开的日记、比如像外国人的谈话记录、比如

说笔记小说这样非正式的文体等等，还有各种

各样的档案里面的记载等等。你看，袁 枚 的 诗

歌和文章是这类，纪昀的小说笔记也是这一类，

朱彝尊的那些艳词也是这一类。

最近我看《燕行录》，很有 感 触，大 家 看 看，

私下里面汉族读书人说的是什么———

王鹄亭说，“清人入主中国，阴 察 学 术 宗 主

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

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

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怡然悦服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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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转引自陈鸿森《翁方纲年谱补正》，《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二十五期（２００４），页３４３—３４４。
《左海文集》卷四《答段茂堂先生书》附录。
《清儒学案》卷一一五《秋农学案》小传，《清儒学案》第三册，中国书店影印本，１９９０年，页１９１。



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所以动遵朱 子 者 非

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

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

中而莫之 能 觉 也”，这 就 不 仅 是“腹 诽”简 直 是

“击鼓骂曹”了。不仅如此，他还意犹未尽地评

论说，清朝官方尊朱子之学，使得士人中，“其豪

杰敢怒而不敢言，其鄙佞因时义而为身利，一以

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杀

而干没于校雠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

之局。呜呼，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可见思想世界中，还有一些角落和背面，藏
匿着很多不公开的东西呢。

第四个问题是，在注意到了 清 代 学 者 职 业

化的同时，是否要注意学者职业化在清代的限

度，及其特殊的、中国的历史背景？

其实，艾尔曼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无疑会受

到西洋学术界的影响，我们看东洋和西洋的中国

学家的研究，不仅要了解他的思路和方法，而且最

好也了解他的这些方法和思路是从哪儿来的，如
果他是来自西洋或东洋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土壤，

那么，你还要知道这个新方法和新途径的来源是

怎么回事儿，也许他是另一个历史中出来的。

我们看一本书，彼得·伯克（Ｐｅｔｅｒ　Ｂｕｒｋｅ）的
《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ｒｏｍ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　ｔｏ　Ｄｉ－
ｄｅｒｏｔ），这部 书 介 绍 了 欧 美 的 知 识 社 会 史 的 发

展，其中除了第一章讨论知识社会史的来龙去

脉外，第二章讨论“以知识为职业：欧洲的知识

阶级”，他们如何因为专业知识而成为职业的学

者，怎样彼此形成一个群体；第三章讨论“建立

知识：新旧机构”，讨论大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学

术和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如何使这些机构成为

科学和启蒙的地盘；第四章讨论“设置知识：中

心与周边”，他介绍了知识如何集中，如何形成

自己的中心和秩序，文坛如何形成，图书馆和知

识中心的关系，人们如何通过出版编辑等等程

序使知识系统化和权威化，这些知识又通过什

么渠道而传播；第五章则介绍“将知识分类：课

程、图书馆和百科全书”，这些被确定为大学必

须的知识的课程、知识来源的图书馆和作为权

威的百科全书，如何把人类知识分类，按照一些

规则，并形成系统，接着，第六章则讨论“控制知

识：教会与国家”；第七章讨论“销售知识：市场

与出版界”，很明显这两章讨论的是独立的学术

和客观的知识受到的两面压力，一面是政治性

的，一面是市场性的。他一方面说明知 识 不 能

不受到这些影响，一方面试图说明知识如何挣

脱这些影响。最后，第八章从读者的方 面 来 讨

论，知识是如何被获得的。

我这样详细地一一介绍，是要说明，艾尔曼

的方法并不只是根据中国清代的历史和文献得

出来的，他有他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学术世界和

知识背景，他也在应用西方的知识社会史的方

法，你看《从理学到朴学》，和伯克介绍的这种研

究思路和方法多么相像。可是，清代的 学 术 史

真的也可以纳入这个研究框架么？针对清代中

国的历史状况，这种研究方法要不要作一些调

整和变动呢？

应该说，所谓学术成为职业，学者渐渐职业

化，从古代传统的“文人”或“士大夫”里分化出

来，这是一种“近代”的思路，分化这个词，是很

有针对性的。第一，知识分子渐渐从依 傍 政 府

的学制、考试、教学、教材的儒生中分化，成为一

种职业，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从而

成为一个自我认同的群体，这个群体开始有了

自己的游戏规则，有了自己的评价方式以及自

己的权威和秩序，那么就开始近代了，这是欧洲

的情况。但 是 我 们 要 问 的 是 清 代 是 否 也 是 这

样？他们在清代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 中，这 种

职业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会受到什么限制？为

什么？第二，近 代 以 来，知 识 人 获 取 知 识 的 来

源、表达知识的条件，和原来有不同了，他 们 有

了独立于教会和皇家的图书馆，有了独立的大

学和讲堂，或者是私人的学校，这当然就分化出

来了近代的知识群体。可是在清代，是 否 要 考

虑这种分化的不彻底性？中国古代没有欧洲中

世纪那么厉害的教会，也没有控制那么严厉的

神权，不过，他们却是在三位一体（真理、政治和

道德）的绝对皇权下，特别清代还有满族统治的

问题，他们能像欧洲那样形成自己的知识来源、

表达方式和出版条件吗？第三，从事研 究 而 获

得的知识，不仅在主观上形成中立而客观，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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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为标准，在客观上它的真理性和权威性也不

需要依赖宗教和经典，这才是彻底的分化，这才

能维护它自身的系统与完整。可是，在 大 清 帝

国的思想世界里，它能够真的脱离经典知识的

评价和官方（官员和政府）的认可，成为独立领

域吗？所以我们要研究的，其实并不主要是“职
业化”，恰恰是“职业化的限度及其原因”，这才

真正深入到了清帝国的历史深处。可 是，似 乎

这部书却没有在这一方面特别深入，这是很可

惜的，也许艾尔曼还是把清代学术当作“文艺复

兴”，在寻找中国和欧洲的相同处吧？所 以，我

觉得中国学者应该做的，恰恰是反过来，讨论东

西方知识史和学术史上的“异”，而不只是“同”。

结语：作为思想史资源的学术史

可能我总是过分地强调了“学术”与“思想”

的分野，在１９９０年的一次笔谈中我说了这一点

（参见《学 人》第 一 辑《学 术 史 与 思 想 史》），在

１９９５年的 一 篇 评 论 中 我 又 说 了 这 一 点（参 见

《读书》１９９５年 第７期《世 间 未 曾 有 斯 人》），但

是，这里我依然要旧话重提。因为在清 代 学 术

史或思想史研究中，始终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学

术史与思想史不那么合适地“对接”，把事后的

思想资源，直接当成了当时的思想活 动。像 梁

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学术史”命名，却试图

解释“思想史”的现象，所以，总是要在清代考据

学中发现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便把阎若璩

对《尚书》的考据说成是“思想界之一大解放”，

把胡渭对《周易》的考证也说成是“思想界之一

大解 放”，依 此 类 推，方 苞 的《周 官 辩》、惠 栋 的

《古文尚书考》也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著作，

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崔述的《考信录》更
不必说，更是“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可是，经历

了那么多的思想解放，为什么就没有解放了思

想，反而要等到１９世纪末，才出现真正的思想

史的大变化？其实，虽然西方文艺复兴 是 从 整

理与研究古典开 始 的，但是中国整理与研究古

典未必是文艺复兴的开始，对于走出中世纪的欧

洲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与他们 曾 经 有 一 段 隔

膜，蛮族的入侵、教会的统治，若干世纪的遗忘，

使古代希腊罗马的典籍成了久违的思想资源，一
重逢就异常兴奋，而对于文明一直未曾中断的中

国来说，六经却是熟悉之极的古典，无数次的注

释，翻来复去的阐发，在这个以注释经典为传统

的文化系谱中未必就能震撼心灵，颠覆思想。

所以１８世纪的中国江南的考据学虽然与前

几个世纪的欧洲同行在进行同样的文献研究、语
言研究，但是，它却只能完成它“学术史”的意义，

而不像欧洲同行那样，一下子就使思想借尸还魂

完成了“思想的大解放”。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即
使是在坚定地怀疑和分析经典文本时，这些清代

的考据学家心目中也并没有怀疑与颠覆传统思

想世界的野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的口号其

实只能限制在知识范围内，王鸣盛所谓“治经断

不敢驳经”（《十七史商榷自序》）就是一例，超出

了“经”与“道”的想法，他们是不同意的，像钱大

昕就以“各出新意，而经之旨去之弥远”来批评怀

疑《尔雅》者（《小学考序》），而崔述则以“数纣之

罪，切齿腐心，矜张夸大全 无 圣 人 气 象”来 怀 疑

《泰誓》（《丰镐考信录》），看来那些以精于考据闻

名的学者最终还是要“折衷于六经”的。１８世纪

的学术史给１９世纪的思想史可能提供了超越传

统的资源，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出现使学术研究与

意识形态出现了一定的“疏离”，但它本身，并不

像艾尔曼想象的，在１８世纪，它并没有直接颠覆

思想，也不曾引起传统的崩溃。

所以，我的结论是———

第一，不要把可以引申、解释 和 发 挥 的“学

术资源”（如清代考据学）和直接能够作用于社

会政治和 生 活 的“思 想 观 念”（走 出 中 世 纪）画

等号。

第二，学术资源（清代考据学），当然有它的

意义，如，（１）使经典无意中变成文献，使经学

无意中降为史学，开启了权威和经典的怀疑之

门；（２）它使学术与政治开始疏离，而不是使学

术与政治联系，疏离促使学术可能成为独立学

术；（３）促进了部分职业学者的产生和膨大。

第三，这些资源，作 为 历 史 记 忆 而 存 在，它

要等待某种历史环境的刺激，才有可能被再度

进行“现代的解释”（如梁启超），从而成为真正

影响社会，改变时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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