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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页 ! 也不放心委托他人去
做 " 为了追踪章太炎的行踪 !

他会尽可能地把涉及某一次出
行的报纸 #全国性与地方性 $

仔细翻阅一遍! 时间跨度往往
在一年以上! %除了海外影印
的一部分! 基本就是通过这样
的方法! 一页页地翻出来! 每
次看到目录上没有的新材料 !

就会特别兴奋"&

不急不躁 ! 四五年过去
了! 马勇没写别的文章! 每天
从早到晚! 一门心思地阅读和
消化与章太炎有关的文献' 章
氏丛书很难断和读! 他就根据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

!

卷本! 试
着自己去点校" (读不懂就大
声地读出来! 这是以前老先生
教的办法 '& 正确与否 ! 马勇
坦承心里没底! (可能标的很
多地方有相当之错误! 毕竟我
们的学问不如太炎先生'&

和关注章太炎研究的许多
人一样! 马勇也曾以为 )全集*

止于
!

卷本 ! 没有下文了 !

%当时的感觉是上海人民出版社
永远不会出新的集子了! 结果
他们把

"#

年前的选题又重新捡
了起来 '& 在清史委员会立项
时! 他以这些年的阅读为基础!

报了 )章炳麟全集 * 的题目 !

共
$%

卷! 总字数超过了后来的
新版 )章太炎全集*'

结项以后! 马勇心里很踏
实! 也不想出版了' 这时! 上
海人民出版社的老社长王兴康
前来拜访! 希望双方合作! 共
同去完成 )章太炎全集 *' 马
勇早期的两本书都是上海人民
社出版的! 一直很有感情! 如
今又是与章太炎有关的大工
程! 认同感就更强了' %毕竟
是几代学人的奋斗和接力! 如
果在我这里把缺口合拢! 我的
内心会获得一种满足和释放'&

后面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他

根据出版社的要求! 提供整体
框架所需的文献资料! 出版了
)书信集* )译文集* )太炎文
录补编* 等集子! %我把自己
的研究成果给了社会! 对于章
太炎 ! 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史 !

做了我应该做的'&

章太炎一生交游广泛! 留
下了大量的书信和函电' 在他
的通信名录中! 既有黄侃+ 钱
玄同+ 朱希祖等章门弟子! 也
有李鸿章+ 黎元洪+ 孙中山这
样的政治人物! 以及学界的胡
适 + 蔡元培+ 罗振玉等' 可以
说! )书信集* 对于研究章太炎
学术思想以及中国近代史来说!

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 '

)译文集* 收录了 )斯宾塞尔文
集* )社会学* )拜伦诗选*!

其中的 )社会学* 是章太炎翻译
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
理论! 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
一部社会学著作'

!很多人只能望而

却步 " 更多的人干

脆就绕着他走 # 我

们用了
&"

年的时

间去整理和出版全

集 " 是为了让更多

人去翻越大山$

漫长而艰辛的 (接力马拉
松& 抵达终点,,,收录最全+ 整
理最精的 )章太炎全集* -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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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已经与读者见面'

(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伟大工
程! 意义相当于孔子整理六经+

东汉的郑玄和马融整理先秦以
来的典籍! 以及乾嘉汉学整理
到清代中期的古代典籍! 通过
出版章太炎的全集! 实际上是
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最系统
的整理'& 马勇认为! 将来的出
版若能进一步扩充! 应当配合
做一些章太炎学派的研究! 而
不是仅仅是章黄学派'

彼时年轻! 而今古稀! 全程
参与并见证历史的章念驰百感交
集. %先祖父在研究中国近代史
和学术史上是绕不开的关键人
物! 但由于他的著作没有系统
的整理和出版! 让很多人只能
望而却步! 更多的人干脆就绕
着他走! 只有少数人敢于从他
的身上翻越! 从而取得一览众
山小的境界与成就'&

章太炎这座大山究竟有多难
爬/ %先祖父的政治经历从戊戌
变法到辛亥革命乃至二次革命+

护法运动+ 抗日战争! 要正确地
把握这段历史绝非易事' 这代人
的革命又往往通过学术来表达'

作为国学大师! 他的学术涵盖小
学+ 经学+ 子学+ 佛学+ 哲学+

文学+ 史学+ 医学! 十分宏富和
深奥! 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取得了
开创性成果! 构建了中国学术文
化体系与话语'& 章念驰说! 先
祖父的文字古奥! 即便是政论性
的文章! 也有新名词+ 旧典籍!

加上各种外来语言的翻译标准不
一! 以及人名+ 别名+ 号名+ 字
名+ 书名+ 篇名! 今人看来如阅
天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兴
康先生曾将我先祖父的经历与学
问比作一座大山! 我们用了

"%

年的时间去整理和出版全集! 是
为了让更多人去翻越大山'&

许嘉璐为 )章太炎全集* 作
序时写道. %先生舍身求义于民
族危亡+ 国粹陵替之际! 后学拜
诵校理则值民族复兴+ 文化蓬勃
之春! 先生以文史传民族命脉!

国运必复之论! 今也益见其先知
矣'& 在他看来! )全集* 的出版
解决了历史与学术资料传承的缺
失问题! 也填补了出版事业的空
白' %现在的编辑出版水平已经
超越了上世纪

!%

年代的
!

卷本!

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一味重复前人
的工作! 而是应了日日新+ 苟日
新的老话! 创新正是太炎精神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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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 自重启整理

工作至今 & 已全

部与读者见面'

均资料照片

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
的基石' 清代以前! 尽管不同
学派对经学的理解存在很大分
歧 ! 但有一个方面却是共同
的! 经学作为 %常道& 被广泛
视作真理之源' 但是! 随着晚
清西学东渐的加深! 原有知识
体系迅速被西方学术体系所取
代! 经学也被肢解为文史哲等
不同学科的对象! 对经学的界
定则因为视角的不同! 呈现出
众说纷纭的局面'

经不单指六经六艺"

而属于工艺学概念

在 )国 故 论 衡0原 经 *

中 ! 章太炎曾专门探讨经学
概念的起源与变化 ' 章氏指
出 一 个 基 本 事 实 ! 那 就 是
经 并 不 单 指 主 要 被 儒 家 所
推 崇 的 六 经 或 六 艺 ! 而 是
本 来 属 于 工 艺 学 的 概 念 !

即 织 布 时 在 织 机 上 用 来 起
纵 向 维 系 作 用 的 经 线 ' 战
国 以 降 ! 不 仅 儒 家 把 自 身
经典称作 %经 & ! 诸子百家
也 同 样 可 以 把 自 己 认 同 的
经典称作 %经 & ! 譬如墨子
有 )经上 * )经下 * ! )老
子 * 被称作 )道德经 *! )国
语 * 所谓 %挟经秉枹 &! 把兵
书称作 %经 &! 等等 ' )白虎
通 * 所谓 %经者 ! 常也 &! 尽
管诸子百家各有其对常道的
理解 ! 但都把自身学派的经

典称作 %经 &! 本身便是承认
了常道的意义 ' 换句话说 !

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 ! 但
都是在同一个知识体系中相
互理解 ! 这个知识体系即是
渊源于上古三代的王官学 '

所谓 %礼崩乐坏 &! 便是指这
个以王官学为内核的周代礼
乐文明的崩解 ' 假如给这个
过程一个抽象的表达 ! 便是
)庄子0天下篇 * 所谓 %道术
将为天下裂 &' 道术分裂之后
产生了不同进路的 %方术 & !

或者说 %一曲之术 &! 其典型
形态分别是 %邹鲁之士 + 缙
绅先生 & 的 )诗 * )书 * 礼
乐之学 + %散于天下 ! 之于
中国 & 的百家之学 + 以方技
术数为中心的 %旧法世传 &

之史学'

)诗 * )书 * 礼乐之学
即周代早期的 %乐正 & 四教 !

这是春秋以前贵族人文教育
的共同基础 ' 士人入仕以后 !

% 宦 学 事 师 & - # 礼 记(曲

礼 ) $ ! 由此学习各种 %师傅
曹习之学 &! 这就是所谓 %旧
法世传 & 的史学 ' 这种史学
也就是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 !

相当于时下的自然与社会科
学 ! 与后世的历史研究不可
同日而语 ' 由于周代早期的
世官畴人制度 ! 技术之学往
往在家族之内传承 ! 因此常
常表现出 %家学 & 的面貌 '

东周以后 ! 王纲失序 ! 各地
诸侯趁机独立发展 ! 政教人
才流散四方 ! 这是私学兴起

的基本原因 ! 先秦诸子就是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 在
这个意义上 ! 先秦诸子共同
分有了以周代人文教育 -乐
师 $ 与技术教育 -史官 $ 为
内容的同一个知识体系 ! 并
予以新的变化 ! 这就是经子
之学 ' 其中 ! 以孔子为代表 !

试图通过 %具体而微 & 的整
全方式接续传统学术的便是
经学 ! 而 %各得其一体 & 的
便是子学 ' 经学属于广义上
的子学 ! 子学也可以看作广
义上的经学'

广义上经学对应着整个华
夏文明 ! 作为经典编订者的
孔子 ! 则是狭义上的经学创立

章太炎与近代经学一瞥
邓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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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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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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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