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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前一章中所言，清以前的文献辨伪研究，几乎无不言及，留给清儒的，除了丰富的辨伪
学遗产，就是深入开展文献辨伪研究之艰难。
亦言之，清以前的学者，已经做到了“知无不言”，明以后的学者，唯有“言无不尽”了。
事实证明，清儒不负众望，给文献辨伪学，给中国传统学术以满意的答复。
 二、朴学风尚与文献辨伪 清中期，社会思潮又变，朴学之风兴起，在朴学风尚的影响下，清代文献
辨伪学达到了它的巅峰境界。
 1.朴学风尚的形成 朴学风尚在清代中期（即乾嘉年间）形成并盛行，是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学术发展的逻辑。
学术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
清初学术黜虚返实，于是在研读经史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前人不曾遇到的问题。
“不读书不知书难读”，这是清儒的基本认同。
譬如《尚书》，素称难读，对此，朱熹有言：“须先看《大学》，然‘六经’亦皆难看，所谓‘圣人
有郢书，后世多燕说’是也。
知《尚书》收拾于残阙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至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他难晓者姑阙
之可也。
”朱熹认为，《尚书》等“六经”，均较为难读，不必句句都讲出个义理来，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
取不同的解读方式。
他说：“大抵《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著意解者。
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诰》、《太甲》诸篇，只是熟读，义理自分明，何俟于解？
如《洪范》，则须著意解。
如《典》《谟》诸篇，辞稍雅奥，亦须略解。
若如《盘庚》诸篇已难解，而《康诰》之属，则已不可解矣。
” 根据文字的难易程度不同，采用不同的解经方法，对那些文字难晓者不必强解，以避免所谓穿凿附
会；而对那些文字易读、义理分明者，也不必解，因为只要熟读，则义理自现。
朱熹的变通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即后人的不学。
 清儒同宋明学者的最大不同，是以必求其是的态度和决心，直面难读之书、难解之意。
既然清初学者选择了实事求是的治学路径，一个逻辑的必然，就是面对文献研读中的疑难。
如果选择直面这些疑难，一种朴实的治学风气必然形成。
 其二，清初学人的魅力。
实学思潮影响下的清初学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示范性的作用，影响了几代学人，其治学态
度和治学方法，为后世学人所继承和发扬。
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继之而起。
如阎若璩即以“一物不知，以为深耻”①为座右铭。
上述诸公，皆以精研经学而名家。
在治经的实践中，他们沿着顾炎武所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②的路径，一改宋、明空
言说经之积习，原原本本，穷经考古，走上了博稽经史的治学道路。
 其三，性理空谈的淡出。
古人从未停止对“天人之际”的探讨和思索。
至于所谓的义理和考据，只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经过八十年的批判反思，心性之学的是是非非，已经在学理上基本得到解决。
宋明诸儒探讨道义的方式为清人所不齿，宋明学术也终于被清儒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学术研究中的真空，何以填补？
考据之法，考据之学，在乾嘉之际被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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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套装共2册)》由佟大群所著，分清初、清中期和清后期三个阶段，将个案与专
题等研究方法相结合，系统考察了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历史及成就，对清代文献辨伪学、中国学术史
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地位和影响，尤以经史考据为显著特点。
文献辨伪不仅仅是文献整理方法的一种，其中也有着深刻思想性意义的研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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