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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章学术 " 考镜源流 # 的史
学方法也有了根本的认同 $

章太炎后来极力表彰同样主
张 !辨章学术 % 的章学诚 "

应该说就是基于这一认同 $

也 正 是 因 此 " 对 于 廖 平 的
&今古学考 ' " 章太炎也能给
予高度评价 $ 这是他在

!"

世
纪的最初

#"

年倡导诸子学的
基础$

这样" 作为近代语言学与
训诂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章太
炎既娴熟掌握皖派汉学的考据
方法" 也与吴派及章学诚 (辨
章学术% 的大旨相通" 其学术
路数可谓对乾嘉两派及浙东学
术 )一身兼祧 %$ 这是章太炎
对

!"

世纪相关学术流派都有
影响的关键原因$ 但也正是因
此" 对于以德性统摄知性的传
统经学" 特别是宋明理学" 章
太炎一直无法有根本的接契 $

这种局面直到其学术的第二个
时期" 由于宋恕影响" 努力研
习佛学以后 " 才逐渐发生改
变$ 加上这一时期他对政治活
动的涉入之深 "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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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的最初十年中" 章太炎的学术
见解呈现出极为矛盾的一面 $

例证便是不仅 &訄书' 再版时
有过极大更动 " 而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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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新定名为 &检论 '" 对以
往见解重新检讨" 推翻了此前
的不少关键论断 $ 总的来说 "

章太炎学术的矛盾之处终其一
生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这决定
了他尽管在小学 * 史学 * 文
学* 诸子学* 佛学等专门领域
方面都有重要成就" 但却并没
有提供真正贯通诸学的义理架
构" 而只是一般地回到了 &庄
子+齐物论 ' 的所谓 )一往平
等之谈 # !"齐物论释 #$% 这
与晚清民初斑驳陆离的思想局
面是相应的$

如所周知" 在晚清思想家
中" 章太炎早年是以批孔著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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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 &訄书 ' 重订
本中发表 &订孔' 一文" 援引
日本学者远藤隆吉* 白河次郎
尖锐批孔的言论" 对孔子大张
挞伐" 认为孔子除了颇具 )才

美 # 以外 " 其学问不惟不如
荀* 孟" 只可比诸刘歆$ 据说
)余杭章氏 &訄书'" 至以孔子
下比刘歆" 而孔子遂大失其价
值 " 一时群言 " 多攻孔子矣 #

!许之衡 &读 '国粹学报 ( 感

言 )$$ 稍后 " 章太炎在
$%&(

年发表的 &论诸子学 ' 一文 "

更批评 )儒家之病" 在以富贵
利禄为心 # " 并泛引 &庄 ' *

&墨 ' 之说 " 来证实孔子的
)巧伪#$ 这个形象被其弟子鲁
迅在 &出关' 等作品中用生花
妙笔表现出来" 在新文化运动
中产生巨大效应$

不过 " 同样是 &订孔 ' "

在 &检论+订孔 ' 篇中则对孔
子的评价有了一百八十度转
变" 对孔子极表尊崇$ 个中原
因当然很复杂 " 有论者认为 "

&訄书+订孔' 的目的是为了在
政治上打击以接续孔子自任的
康有为 " 所做的 )擒贼擒王 #

之举$ 揆诸当时康章作为论敌
的现实处境" 章氏批孔或许不
无含沙射影之嫌" 但假如这一
逻辑成立 " 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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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康
有为开始创立孔教会" 绸缪复
辟之际" 为什么章氏反而要对
孔子予以高度评价" 不能不令
人生疑$ 几年以前" 我曾受此
观点影响" 批评章太炎 )虽未
阿世 " 却未免曲学 #" 现在看
来也是大有可商的$

一个可能的解释其实是这
一时期史学在章太炎心目中的
地位发生变化" 史学不仅作为
)保存国粹 # 的载体 " 传承中
国文化精神的使命" 而且本身
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 证据便
是 &訄书+订孔 ' 篇虽然肯定
了编订六经的重要性" 但之所
以由 )孔氏擅其威 #" 是因为
当时 )老* 墨诸公不降志于删
定六艺 #" 言下之意 " 述史乃
是老 * 墨诸人所不屑为之事 $

作为哲学的诸子显然高于作为
史籍的六经$ 章太炎第二期学
术是以专门名家的诸子学为中
心 " 这一观点与之是相应的 $

此时章太炎所从事的史学" 也
是纯粹的历史研究$ 在梁启超
倡导 )新史学# 的同时" 章太
炎也在计划撰写 &中国通史 '

,"訄书*哀清史 ) 附 "中国通

史略例)-" 都是在类似的意义
上进行的$ 而在 &检论+订孔'

篇中" 章太炎对孔子的推崇则
是基于如下理由. 自孔子作六
艺之后" )民以昭苏" 不为徒
役 " 九流自此作 " 世卿自此
堕" 朝命不擅威于肉食" 国史
不聚歼于故府 %" 民众因此自
由" 思想因之解放" 私学因之
兴起" 功劳如此之大" )不曰
/贤于尧舜 0" 岂可得哉 1% 六
艺作为先秦时代的 !修己治
人 % 之法 " 固然无法令后世
!永守旧章%" 但 !政不骤革%"

任何 !旧章% 都有延续性" 斟
酌古今" !未有不借资于史%2

在这里章太炎把史由历史学的
史恢复到了 !旧法世传% 的那
个古义" 所谓 !旧章% 也就相
当于章学诚所谓 !政典 %" 史
学因此也就是数度与治法之
学 " 即清儒所说的经济之学 3

这是章太炎第三期学术的重
心所在 $ 民国以后 " 作为共
和元老的章太炎内心常以唐
代宰相陆贽的功业自期 " 积
极参与现实政治事务 " 未尝
不是这样的心态在起作用 $

我们把这一时期的章氏学术
视作经学 " 并非章太炎已经
回到 )常道 # 意义上的经学 "

但在学术上他毕竟回到了作
为 )旧法世传之史 # 的先秦
古义 " 并同时保持着对孔子
的认同$

当然 " 把六经理解为史
籍 " 把孔子视作 )良史 #" 在
两篇 &订孔 ' 中都是一致的 $

这表明" 两种史学观念在晚期
章太炎那里是并存的" 这因此
也成为章氏学说常常费解的一
面$ 在章太炎这里" 研究历史
是为了保存国粹 " 建功立业 "

而在继起的胡适* 钱玄同* 顾
颉刚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研究
历史是为了打倒旧有的文化 "

对史学的看重以及研究路数虽
然有着高度一致" 但其初衷竟
截然相反" 正是历史本身的吊
诡所在$

经学在功能角度上

同时得到四个定位

晚清今文经学家皮锡瑞的
&经学历史 ' 大概可以算作第
一部系统的* 直接以经学为名
的经学史$ 在他这里" 经学是
被作为常道理解的$ 但如同释
加牟尼之创立佛教" 孔子也被
视作教主一样的人物" 这种观
念同样表现在试图创立孔教的
康有为的思想之中$ 这在某种
意义上从反面呼应了章太炎的
今文经学观$ 而在熊十力等新
儒家的自我定位中" 经学的主
要价值体现在宋学义理之中 "

这一派学者也主要是以哲学家
自期$ 可以这样说" 在清代经
学的几个传统中" 如果说古文
经学引导出近代史学" 那么今
文经学则开出近世的经学宗教
化传统" 宋学则开出近世经学
的哲学化传统" 而三者又同时
具有自己的政治关怀$ 在这里
体现出经学作为知识体系的意
义" 即经学并非主动为政治服
务" 而是所有政治意识形态都
需要依托经学或诸子的方式表
述自身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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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实际的文
化格局中" 经学在政治上基本
被否定" 其宗教化传统发生断
裂" 哲学化传统则在学术上居
于边缘$ 脱离经学色彩转而接
受新意识形态的史学处于人文
学术的中心地位$

因此" 在章太炎那里" 尽
管纯粹的历史研究与 )旧法世
传之史 # 两种史学观念并存 "

但却是断为两截的$ 当晚清治
法之学已经更多地转向西洋社
会科学" 并由梁启超执其牛耳
的时候" 章太炎那种经世致用
的史学并没有太多的市场$ 在
人文学术领域真正发挥影响的
其实是他的古文经学立场" 但
这个经学又只是历史学或文献
学$ 章太炎把清代古文经学视
为对东汉的复归 , "国学概

论)-" 但却并没有意识到汉唐
时代的古文经学家仍然是从
)常道# 的角度理解经学" 并对
经学的真理性有着足够的信念"

而清代古文经学" 在某种意义
上早已经消解了原有具有真理
意义的经学$ 章氏这一见解后
来影响了以科学自任的经学史
家周予同" 以至于后者所划分
的经学三派只有西汉今文经学*

东汉古文经学与宋学 ,"皮锡瑞

4经学历史5 序)-" 并没有把清
代学术与汉代区分开来$ 也正
是因此" 章太炎可以视作由清
代乾嘉汉学过渡到近代科学派
新史学的一个中间环节$

由梁启超所开创的新史
学" 尽管并未完全否定传统文
化" 但已经逐渐转向认同西方
学术$ 新文化运动之后" 新史
学发生裂变 " 一派衍生为胡
适* 钱玄同* 顾颉刚等的整理
国故运动" 一派则是以国共两
党的理论家如胡汉民 * 陶希
圣* 郭沫若* 范文澜* 侯外庐
等为中心$ 另如冯友兰" 虽然
不属于具体派系" 但其 &中国
哲学史' 仍然算是广义上的新
史学$ 传统经学本来不需要对
自身予以界定" 所有具体的学
术都要通过经学本身来加以界
定6 相反" 新史学观照下的经
学则必须告诉别人经学是什
么" 才能对前者在新的知识体
系中作出定位3 经学由知识的
基底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3

用史学的方式研究经学 "

而同时又缺少对经学的认同 "

意味着经学在这种研究中已经
失去作为真理之源的意义" 变
成了所谓客观对象3 诚如钱穆
在 &国史大纲 ' 前言所指出
的" )以活的人事" 换为死的
材料 %" 研究者与对象之间无
法形成真正的精神联系3 在失
去真理性的意义上 " )经学
是什么 % 往往是通过经学自
身所承担的功能得到理解的 3

研究者致力于发掘通过自身
归纳所发现的事相 " 尽管在
局部问题的研究上不乏新见 "

但经学自身的内在结构往往
被摧毁 " 其内在理路常常被
割断 3 这使得对经学的概括
和理解只能依赖于研究者偶
然习得的各种观念 " 在晚清
以后 " 这些观念主要就源自
西学3

因此" 在 &訄书' 与 &检
论' 中" 章太炎把经学理解为
历史" 把诸子理解为哲学" 其
实已经是在用西学来定义传统
学术 3

#%!!

年 " 章太炎在上
海公开讲授国学" 由曹聚仁整
理成书3 在这部著作里章氏重
申了 )六经皆史 %" 并把诸子
,特别是儒道两家 - 直接称作
哲学3 详究其意" 章太炎是把
历代研究经典本身的学术直接
称作经学" 并把经学定位为史
学" 而把诸子百家中的义理之
学称作哲学3 在论证经学及诸
子学不属于宗教之后" 章太炎
几乎完全否定西汉经学" )今
文家所讲的" 虽非完全类乎宗
教" 但大部分是倾向在这一面
的3% 也正是因此" 今文经学被
章太炎视作神学或 )迷信 %

,"国学概论)-" 在 &訄书+学
变' 中被称作 )教皇% 的董仲
舒" 则在 &检论' 中被直接叫
作 )神人大巫%3 不仅如此" 章
太炎还强调汉武帝 )罢黜百家%

对经学的影响" 那就是诸子妄
相皮傅 " 造成了经学研究的
)汗漫% 之失3 ,"论诸子学)-

由此可见 " 在章太炎这
里" 尽管表述尚不清晰" 但经
学其实已经同时得到了四个定
位. 作为史学与官方意识形态
的经学" 作为宗教神学的西汉
经学" 以及作为哲学的义理之
学3 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这些
定位都是站在经学以外的立场
上" 从功能角度进行的3 回顾
!&

世纪学术史 " 冯友兰 7 侯
外庐* 范文澜* 周予同等学者
根据自身学术倾向对经学重新
加以定位" 其实都不难看出与
章太炎思想的相互呼应之处 $

也正是因此" 重新清理章太炎
与近代经学的关系" 对于试图
从知识体系角度接续传统文化
的新的经学形态而言" 无疑是
学术上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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