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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种英文书! 实皆转引自日文著
作*此外!第四段末还有介绍印
度名词 +性 ,变化的数句 !并未
标明出处'从+独拉维达,%似即
L<'M)+)'%

!通译达罗毗荼&等音
译语看!当仍是来自日文书*此
次滞日期间! 章氏曾为广智书
局+删润译稿,!

,.0/

年
.

月有
署名+章炳麟译,的岸本能武太
-社会学(一书出版* 但对他的
日文能力也不可作过高估计 !

因其引用多为意译或节译 !且
不无误解之处*

章太炎中年以后! 对日感
情既发生变化! 对日本学术评
价尤低! 故往往抹去早期著作
中援用日文材料的痕迹* 加之
他素来以 +国粹 ,自任 !更要强
调中国语文与历史的独异性 !

尝以为"+在心在物之学! 体自
周圆 !无间方国 '独于言文 .历
史! 其体自方! 自以己国为典
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自述学

术次第&&!二者为+中国独有之
学!非共同之学,%%章太炎先生

答问&&* 然而!若回到#文学说
例(撰著的现场!章太炎以西学
为导引!重新厘定中国文字.文
学价值的倾向却相当明显* 他
甚至以印度名词 +性, 之多变
%高性劣性. 生物性无生物性.

阴性阳性中性等变化& 反衬中
国语词 +纯简 ,%第四段 &!以日
文助词+/0,附会先秦典籍中
训为 +事 ,的采 .载 .言等虚字
%第五段&* 一则曰+厥在中夏!

宁独有异 ,%第四段 &! 再则曰
+徵之禹域 ! 秩序亦同 ,%第九

段&!三则曰+人情所必至!初无
间于东西,%第十二段&!似乎并
不视之为+中国独有之学,* 此
类比较语言学或比较文学方法
的浅尝!在章氏对姊崎正治.涩
江保等人著作的创造性援引
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近
代日本的宗教学者姊
崎 正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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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章氏学术趋向影响甚巨* 就
此! 中日两国学者已颇有讨论
%小林武 %章太炎)明治思潮*

+,一-.近代 &/彭春凌 %章

太炎对姊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

扬弃&&*姊崎正治
,-.2

年毕业
于帝国大学哲学科! 先后在净
土宗高等学院.东京专门学校.

帝国大学等处讲授 +比较宗教
学,*章太炎在#文学说例(和#訄
书重订本(中屡屡征引的#宗教
学概论(! 就是来自以上诸校的
讲义录*

在#文学说例(紧接叙文的
第二段 !章氏将 +六书 ,分为两
组 "

,

&象形 .形声 .指事 .会意
+皆以组成本义,'

/

& 假借即引
伸 ! +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 ,*

%按此即戴震所谓!四体二用"#

但未涉及转注$ 又此时章太炎

尚认为假借 !与夫意义绝异而

徒以同声通用者# 其趣殊矣"#

与后来所说假借义不同$ &所谓
+表象,! 引自姊崎正治的宗教
病理说"

姊崎正治曰! ""凡表象

主义之病质#不独宗教为然$即

人间之精神现象社会现象 $其

生命必与病质具存%马科斯2牟

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疾病肿物 %

虽然$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

则必不得不有所表象%

手稿本此段开头原作 +姊崎正
治述独逸人语曰,* +独逸人,即
下文提到的+马科斯2牟拉,* 身
为比较宗教学. 比较语言学以
及东方学.神话学的多栖学者!

出生于德国的牛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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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治中后期的日本学
界享有盛名* 据说姊崎正治走
上宗教研究道路! 也曾受其著
作导引%嘲风会%姊崎正治先生

书志&&*所引+神话为言语之疾
病 肿 物 , 一 语 的 原 话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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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援引姊崎书中所举
语言 +表象, 之例"+雨降,+风
吹, 是以人类动作比拟自然现
象 !+思想之深远 , +度量之宽
宏,等说法!则是以有形空间衡
量无形精神* 由此类推!则#说
文(之假借亦是+表象,的体现"

+来 ,字 +象芒朿之形 ,!本义为
麦子 !却因周颂 +贻我来牟 ,之
瑞从天降来 !引伸为 +行来 ,的
+来,'+孔,字+从乙从子,!亦缘
玄鸟 %乙 &至而得子的传说 !而
有+嘉美,之义* 当代语言学家
断言人类思维基于隐喻! 正是
隐喻在已知概念和未知概念 .

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之间搭建
起桥梁!构成语言系统%参看乔

治2莱考夫/马克2约翰逊著/何

文忠译 *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

喻&&* 但章太炎对于语言文字
的繁衍! 却偏向更为客观主义
的立场"语言发端时!固然难免
+表象,之病'但若在文字孳乳.

另造 +正字 ,之后 !仍然沉溺于

+表象 ,! +习用古文而怠更新
体,!则非章氏所能承认* 他要
恢复的是 +正字 ,而非 +古文 ,*

+古文,有出自+表象,者!而+正
字 ,的孳乳 !也有可能后于 +古
文,* 于是!+表象主义,为宗教
病理之说! 意外地为训诂正名
提供了外来的学理支撑* #文学
说例(推崇+故训求是之文,%第

三段&! 同时也强调剖析名理!

引入名家之说 %第四段 &!旨在
使文字时时 +与外物吻合,!避
免表象之病*

!

文学说例(另一个重要的
外来凭借是涩江保的 #希

腊罗马文学史(*与正牌帝国大
学毕业并随后留学英. 德的姊
崎正治恰成对照!自号+幸福散
史 , 的涩江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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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出身于医学世家! 却主要活
跃在民间舆论界! 以面向市民
读者的博文馆为基地! 编译了
横跨数学. 哲学. 天文学. 社
会学. 伦理学. 战争史. 文学
史乃至手工. 体操. 为人处世
等广阔领域的大量通俗书籍 !

还写过多部冒险小说! 几乎是
一个万金油式的著作家*

,-.Q

年前后! 博文馆主人大桥佐平
有意出版日本文学史! 命涩江
保编纂 +泰西文学史, 作为配
合* 收入该馆+通俗教育全书,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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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希腊罗马文学史(!

便是其中之一*

今天来看! 涩江氏此书与
其说是 +文学史 ,!不如说只是
一份关于欧洲古典文学的知识
大纲*但他在该书绪言中!介绍
+文学史之必要,+文学之定义,

+其起源发达 ,+其种类 , 等内
容! 摘译了古典时代以来西洋
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 #文
学说例( 第九段以下对该书的
大段引用! 使章太炎基于训诂
正名的+文学,论得以与西方古
今的各种文学概念对接* 更为
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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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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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登出潘承弼等辑 #太炎先生
著述目录后编(!+专著,一栏即
有未刊的#希腊罗马文学史(一
种 %按语曰 !此书译自日文 #与

前书同归长沙章氏"&* 可知章
太炎曾经翻译%或至少润色&涩
江氏此作的全书! 故对其书绪
言中所译介的西洋文学定义 .

文字起源! 以及文学因缘书写
材料而得名诸说! 即便未见直
接征引!也有可能了然于心*从
#文学说例 (开始 !章氏文论的
重心渐由 +文例 ,转向 +文学 ,!

当与涩江氏此部+文学史,的刺
激不无关系*

回到 #文学说例 (!章太炎
在第九段首先援引了涩江氏关
于希腊文类 +自然发达, 的记
述*所谓+自然发达,!即未受外
力影响! 故其文类发生如四季
迭代!体现了自然秩序"先有韵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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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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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文按史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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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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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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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发生 '史诗中又分
大史诗 %

F<'%+ $X)C

&. 正史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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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有韵历史
($8<)C'> 9)@8=<A

&等八类*散文则
先 后 出 现 历 史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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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 学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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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 章太炎后来称颂各国学
术+能自恢彉,者!惟有中国.印
度 .希腊 %%国故论衡2原学 &&'

中国既然与希腊一样不受外力
薰染! 故其文学理应按同样的
顺序+自然发达,* 大概先有口
传之史诗! 降而此体 +废于史
官 !而业存于矇瞽 ,!遂为 #诗 (

之二#雅(* #书(分为二种"誓诰
直录其语!为口说之祖'帝典则
为 +有韵之史 ,!正可类比于希
腊的+正史诗,* 逮至#春秋(以
后!史书皆不用韵!是则散文之
+历史文,先起'继而有管子%百
官记数!源于周官&.老庄%立均
出度!分属韵文&.孔墨%六国诸
子所出 &三种 +哲学文 ,'至战
国!纵横家起于行人口说!名家
确立 +演说元则 ,!是为 +演说
文,* 按照章氏的描述!先秦时
代经子文辞相继繁盛!确与古希
腊文类发达的顺序若合符契*

在以上中西著述发端的对

比中!章太炎自然会把经书%史
诗及乐诗&.子书%哲学文.演说
文 &.史书 %历史文 &包纳在 +文
学史,范围之内*而在回溯战国
+演说文 ,兴起之际 !结合章学
诚的 #诗教 (论 !太炎又发现了
+言语文学!厥科本异,的源头!

继而铺陈+口说与文笔大殊,的
理念* 在他看来! 六国纵横家
言.宋儒语录!以及晚清流行的
演说策论 %源自 !衰宋策锋 "&!

都属于同一系统! 即 +务动听
闻,的+口说,!故与+务合体要,

且 +关于故训 ,的 +文辞 ,不同
科* #文学说例(对+文辞,.+文
笔, 等概念名义还没有严格分
梳! 但章氏文学论中 +言语文
字!功能不齐,的基本立场已然
形成*

#文学说例(颇能容纳骈文
与#选(学"既言+#文选(不录口
说%按*口说指纵横家辩说#%文

选序&所谓!传之简牍而事异篇

章 "者 &!此后人所宜法 ,%第十

段&'又以骈文+体若骈枝!语反
简覈,!远胜苏轼.陈亮之辞费'

进而称道阮元推崇骈俪!+上溯
#文言(! 信哉其见之卓也,%第

十二段&* 这些论调!与四年后
以阮元 .刘师培一派 +文言说 ,

为潜在论敌的 #文学论略 (相
比!何其相反乃尔3其实章氏此
时对骈俪的宽容! 多少也受到
+希腊文辞,的引导* 章氏所引
涩江保书中提及古希腊人也追
求 +对称恰好 ,!不仅作文章讲
究对偶 !神庙建筑 .装饰 .雕像
等亦莫不如是*章太炎引之!以
为爱好骈偶+固人情所必至!初
无间于东西,* 其议论之通达!

较之日后刘师培在 #中古文学
史讲义( 中贸然声称骈文律诗
+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

自有高下之别*

!

文学说例(可能正好处在
章太炎学术尚未定型的

一个窗口期*然而!如果就此认
为该文对外来资源毫无别择 !

照单全收!甚至以西例中!则亦
不符合事实* 比如他对晚清学
界. 教育界颇为流行的 +修辞
学,+文法学,诸说就不无警惕*

#文学说例(第十四段引武
岛又次郎 #修辞学 ("+言语三
种 !适于文辞 "曰现在使用法 .

国民使用法.著名使用法!是为
善良用法* 反之!国语所无!亦
有三种 "曰废弃语 .外来语 .新
铸造语!施于文辞!则非善良用
法* ,此段译文有点拗硬!武岛
实是说判定措辞妥当与否 !有
三个标准" 一则所用是否为当
下词汇! 二则是否为国民一般
词汇%即不为地域.职业所限&!

三则词汇意义是否显著%按*原

书中所谓!著名"#是!反于生硬

粗野"的意思&* 这就涉及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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