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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文学说例"手稿首末页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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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匡时秋拍 !名人手
稿信札专场"出现了一种

章太炎手书的#文学说例$% 据
网上公开资料和图片&!此 #文
学说例 $&共二十三开 &四十六
纸 "&使用上书口题署 !东吴大
学堂日记"的蓝色直格稿纸&对
折后!线装成书"&每半叶

$

行&

行
%!

字左右&页眉'页脚'行间
等处多有插入正文的小字%

按章太炎
"&!"

年经吴君
遂(保初 )介绍 &任教于苏州东
吴大学%次年

%

月
"'

日(阳历&

下同)致书吴氏&提到!#文学说
例$近又增删 &易稿二次 &业付
缮写& 抵沪时当求是正也"&八
天后即从上海登轮赴日本% 是
为章氏第二次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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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至
&

月间&#文学说例$ 在横滨
#新民丛报$ 第

(

'

&

'

"(

号上连
载刊出% 至

"&(!

年代&舒芜等
编选 #中国近代文论选 $&即据
#新民丛报 $收录此文 &惟迻钞
之际&不无讹误%

此次新出的#文学说例$手
稿& 笔者目前仅见预展公布的
")

张图片& 截取的是首尾各
#

个半叶和中段论!之其是若"四
字相通的

%

个半叶% 从已见部
分估计&该手稿完成度较高&页
眉等处的小字插入& 主要是补
充例证性材料& 此外还有个别
字句删改的痕迹%经补充'改动
以后的文字&基本符合#新民丛
报$所刊完稿 (以下简称 !通行
本")% 手稿本与通行本较大的
差异&体现在开头与结尾两处*

手稿本 !文学说例 "的标题下 &

直接就是 !六书初剏 &形 '声 '

事 '意 &皆以组成本义++"的
正文& 并没有通行本起首的那
段!叙曰"%与之相应&在通行本
全文结尾的 !可以起牻牯惊无常
之病矣"句后&手稿本涂去另起
的!虽然 &吾于武岛所述 &则有
感尔"一行&多出!顾宁人曰"至
!其皆有所底止乎"一段作为结
束%手稿本结尾所多的这一段&

今见于 #訄书重订本,订文$所
附#正名襍义$篇%

作
为目前可见章太炎最早
直面!文学"的篇章&#文

学说例$ 是其学术历程中颇为
奇特的一篇!文论"&却为#文学
论略 $#文学总略 $等名文的声
光所掩% 新旧两版 #章太炎全

集$亦尚未收入此篇%不同于通
常印象中章氏文辞的朴茂闳
雅&辛丑壬寅间以 !和汉文籍 "

为!吾侪之江海 "的章太炎 &并
不怎么避忌其时大量接触的日
文新学书&行文较随性&往往羼
杂新名词%从中正可窥见被!文
学复古"徽帜掩盖的外来资源%

章太炎
"&!)

年以后趋于成熟
的文学论&嵌套在从!小学"(语
言文字之学)经!文学"上求!诸
子学"(哲学)的框架内&重在界
定!文学"畛域% (!国学讲习会

略说#论文学 "!文学论略 "!文

学总略"均以$略%为题&章太炎

!七略别录佚文徵序"'(略者&封

畛之正名) %)与之相比&

"&!%

年
发表的#文学说例$还不出早年
#文例杂论$#正名略例$ 等文探
索!文例 "的思路 &条举凡例法
式&旁涉小学'文法学'修辞学'

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面向%

通行本#文学说例$分为
"'

段%起首!叙曰"一段为总论&开
宗明义云 *!尔雅以观于古 &无
取小辩-辨.&谓之文学% "此语
取自#大戴礼记,小辨$篇*鲁哀
公!欲学小辨"&孔子以为不可&

而教以!大道"&内即有!尔雅以
观于古&足以辨言"一条% 惟此
中!小辨"何说&已不可考&或以
为 !即一知半解之俗学++犹
汉#急就章 $'宋王安石 #字说 $

之类"(阮元 !与郝兰皋户部论

尔雅书"& 见 !揅经室一集"卷

五)%至于!尔雅"&则历来有#尔
雅$书与!尔(迩)乎雅也"二说%

如前所述 &此段 !叙曰 "并不见
于手稿&而手稿本多出的!顾宁
人曰" 一段末尾数句& 总结全
篇&颇能与之互证*

知尔雅之为近正!明民之以

共财!奇恒今古!视若游尘!取舍

不同!惟其弔当"斯则华士謏闻#

鄙夫翫习!其皆有所底止乎$

此处即从阮元等说 &以 !近正 "

为!尔雅"之确诂 &而 !正 "又可
以理解为 !正音 "!正字 "&故当
以 小 学 训 诂 求 之 % 通 行 本
!叙 " 接着引王充 #论衡,超
奇 $ 篇对 !儒生 " !通人 "

!文人 " !鸿儒 " 四者界说 &

以证古今!文 "!儒 "势位颠倒 &

要在 !通小学与不通小学 "%

(按' 在日后的 !文学论略"和

!文学总略 "中 &王充这段话反

复被章氏引用& 但主要是用来

说明 $文学 %范围之广 &包括历

史*经说*诸子) )#文学说例$整
篇宗旨&在!取文学与雅故神恉
相关者&观其会通"&即考察!文
学"与!小学"(雅故)的关系%

针对!近世古文家不识字"

的状况&章太炎早就发过!凡曰
古文者&非直以其散行而已&词
气必合于秦汉以上& 训诂必合
于秦汉以上++字之不识 &文
云乎哉"(!膏兰室札记" 卷二)

的议论% 俞曲园则称*!谓观于
古者&当依乎故以求之也% ++

尔雅犹言近古也 % "(!群经平

议"卷十八)那么 &#文学说例 $

标举 !观于古 "&是否仍从其师
说&坚守!近古"的立场/恐怕亦
未尽然%前述手稿在!尔雅之为
近正"句下 &摘引 #礼记,祭法 $

中 !黄帝正名百物& 以明民共
财" 的成句& 表明其准绳只在
!正名"% 下文更明言 !奇恒今
古 &视若游尘 "&则古今之争已
不是最重要的考虑% 章氏此篇
实是针对 !华士 "'!鄙夫 "两方
面同时立论& 既反对前者的病
态夸饰& 又排斥后者的口说策
锋%其多用古训难字&并非着眼
于词藻层面上的 !近古 "&而是
为了意义表达的 !弔当 "&正所
谓!舍借用真"% 这种学理上的
!正名 "态度 &与顾炎武所批驳
!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
通用者"的文人陋习&自不可同
年而语%

要理解章太炎 !观古以正
名"的清奇思路&还须对他早年
关于语言文字的译述稍加回
溯%

"$&$

年&#昌言报$刊出!湘
乡曾广钧采译' 馀杭章炳麟笔
述 "的 #斯宾塞尔文集 $% 其中
#论进境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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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 &提到 !语言文字之
变愈繁& 其教化亦愈文明"&而
英语以 !六万馀言" 的词汇量
!言各成义&不相凌杂"&被认为
是使英国成为西方世界表率
(!表西海")的重要因素% 这一
论点对章太炎触动很大& 类似
文段随即出现在其自著的 #訄
书初刻本,订文$篇中% 章氏以
为汉文常用字止于二千& 晚近
门户大开&面临!以二千名与夫
六万言者相角"的危机&故必须
如荀子所说 &!有循于旧名 &有
作于新名"%相对于清季风靡一
时的!造新字"或引进!新名词"

运动& 章太炎更倾向于复活古
字古义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概
念&且认为以后者之琐细&反而
更易臻于精确%同一时期&他还
撰有一篇 #文例杂论 $&意在扩
充顾炎武 #救文格论 $&纠正当
世应用文字的体例% (文载!太

炎文录"卷一&!太炎集"篇目系为

$丁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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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按'此文当与

8<=8

年
>

月前后章太炎!与吴君

遂书"中提到的!广救文格论"有

关) 文中有$今人效日本人书&虽

丈夫亦称氏%等句&似亦不应发

于$日本人书%开始流行的时代

以前) 该文至少在丁酉后仍续有

补订) )总之&#文学说例$以!小
学"说!文学"的主要出发点&还
不在于章氏日后张扬的!文学复
古"&而是清末世运遽变 '中西
交通带来的翻译和词汇问题%

讨
论!小学"与!文学"之关
系& 章氏早岁在诂经精

舍接受的朴学训练& 当然是重
要凭借% #文学说例$第六段论
有韵之文 !有训诂常法所不能
限者"'第八段论诗歌篇题之袭
用'第十二段末引张燧#千百年
眼$ 及手稿本所载最后一段言
及!黾勉"!密勿 "通转 &均出自
早年札记 (见 !膏兰室札记 "卷

二 $论近世古文家不识字%*卷

三 $论古诗字同音同而义异及

用其篇题而取义异%$张燧千百

年眼论古人文辞%等条)%此外&

如其第五段论 !倒植" 与 !间
语"&第七段论之 '其 '是 '若四
字通用 &第十二段论 !对待 "与
!同训"& 欲在高邮王氏等乾嘉
考据家之外别辟蹊径& 更是考
验功力%

不过&#文学说例$ 在章氏
一系列文学论说中的特殊价
值&还在于该篇对当时东西两洋
学术著作不加掩饰的援引%同属
这一时期的#訄书重订本$也有
类似特点% #文学说例$直接引用
的外文著述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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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崎正治 * #宗教学概
论$第四部!宗教病理学"&东京
专门学校出版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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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论集$第一册&东京*金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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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知识网络中的!文学说例"

陆胤

作为目前可见章太炎最早直面!文学"的篇章#$文学说例%是其学术历程中颇为奇特的一篇!文论"#

却为$文学论略%$文学总略%等名文的声光所掩& 使得不同脉络交错联结#最终结成网络的#未必总
是客观'对称'合乎逻辑'完备周延的体系性认知#而经常来自某些结构'概念乃至只言片语仅仅在
字面上或比喻'象征意义上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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