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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学的三大派　　皮锡瑞《经学历史》是经学入门书籍，可以说是“经学之导言”；本篇的任务
，在介绍《经学历史》于读者之前，那不过是“经学导言之导言”而已。
然而因为是经学导言之导言，所以不能不对于经学先作鸟瞰的说明，以便显出经学史的重要性和本书
的价值。
　　中国经学，假使我们慎重点说，上追到西汉初年为止，也已经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二千多年中，经部书籍，因为传统的因袭的思想关系，只就量说，也可以配得说“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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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学历史》是皮锡瑞较有影响的经学著作之一，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专著。
《经学历史》刊刻于1907年，1928年经周予同先生的点校，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丛书出版了《经
学历史》。
此后，该书一直被当作经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但学界对于该书在编纂方面的优劣，诸如编纂体例、史料运用的得失以及影响少有分析。
以下，本文力图在这一方面作一勾勒，以尝试对《经学历史》研究的另一个侧面略加探讨。
    （一）    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经学历史》的最主要特点首先是它的会通性，这里的“通”
，包括时间跨度、内容的广度，同时也指皮氏写作思想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中枢地位，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经学一直受到
各阶层的重视。
《史记》中首列《儒林传》，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经学史；班固《汉书》，增设《艺文志》
而开书志体经学史的先河，以后经学史一直是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与此同时，私家著史也重视经学史的梳理，如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8226;序录》中注重辩明经籍的
源流，南宋郑樵《通志&#8226;二十略》中的《经籍考》在考订经籍的同时，更注重于经籍的流变。
明代中后期，朱睦桔作《授经图》将图、传、记集于一身，实际是清初朱彝尊《经义考》的先声，都
是以书志体为主的经学通史。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四库提要&#8226;经部》也是在时代学风影响下对经学的总结。
    然而，皮锡瑞以前的历代学者，他们对经学的论述都还称不上一部“经学史”，他们也没有用“经
学历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确意识。
皮锡瑞有前辈先贤为他所作的积累与铺垫，有对两千年经学发展进行总结性论述的自觉；更由于1905
年废除科举，经学“死亡”，需要对经学历史作一番探究原委的梳理，因此，皮氏在继承传统经学研
究的基础上，把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作了一番成系统能的整理与介绍，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皮
氏从孔子删定六经述起，以儒家经典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为终结，对
前经学时期以及经学独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有涉及，与经学发展始终的轨迹基本吻合，反映了经学从
始到终的全部历程，既是对传统经学史的发展，又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全过程的总结。
因此，从时间跨度来讲，《经学历史》一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从《经学历史》一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汲取了史学中会通的特点。
如前所言，传统的经学史主要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其中传记体的经学史以人物为纲，因人立传，
重在考察人物的经学学术宗旨与学术传承；书志体经学史以典籍为纲，因典籍分类立志，附以记或后
记，而以记录典章制度为主连同选举、学校的典志体也间出其中。
上述三种经学史体尽管从不同侧面反应了经学的发展，但总是给读者一种“片面”而非“整体”的感
觉。
而《经学历史》在论述每一时期的经学发展时，首述该时期经学发展的大势，并将该时期的制度（包
括选举、学校）、重要经学家、每一经典在这一时期的训释大略以及这一时期经学的新特点一一列举
，这样，既能把握经学发展的大势，又能对经学发展的个别环节有一“个案”的了解，扩大了传统经
学史的涵盖面，给人一种高度概括的总体感观。
   传统经学史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但是，传记体重在纪“人”，主要记录某一时期学者的经学思
想和经学活动；书志体重在志“书”，记录典籍的传衍以及变化，尽管撰著者在编写过程中不乏主题
思想，但“记注欲其方以智，撰述欲其圆而神”，从经学的角度来说，传纪体和书志体的史料保存价
值往往大于史学价值，缺乏通识别裁能力，使得经学史成了一种史料的堆砌给人以一种汗漫无归的感
觉。
   《经学历史》较好地弥补了传纪、书志二体之缺。
在该书中，皮氏以今文经学作为经学的正宗源头，在对经学发展各时期的叙述中一以今文经学的发展
为依归而判别之。
在书中第一部分，皮氏上溯经学源头，认定“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之时”，认为孔子删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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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三代文献并在其中渗透了自己的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经学。
经学形成之后，在战国时期流传于孔门弟子，但当时已经出现了经史之别：经学以孔子删削的六经为
底本，其学要在讲求微言大义；而史学是以未经孔子删削的上古三代文献为底本，其学重史实之考求
。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思想，但是武、宣之际，王霸杂用，所
以此时皮氏定为经学昌明时期。
西汉元、成之后，经学成为主流学术并与政治活动相结合，直至东汉末，期间一直是今文经学独处庙
堂，因此皮氏定此期为经学极盛时期。
汉末郑玄遍注群经，杂用今古，混乱了今古文家法，使得本来不解经的古文学派的经解也经“学”系
统，后又加魏王肃的推衍，使得今文家法更无从找寻，所以皮氏定魏晋时期为经学中衰时期。
东晋、南北朝期间，战争频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受民族文化融合大潮流的推动，他们在吸收汉文
化时以继承为主，古文经学逐渐成为经学的主流；南方，在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玄化的趋势，经学走
向了多元化。
南北学风不尽相同，皮氏把该时期定为经学分立时期。
唐代统一南北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太宗令孔颖达主持撰修《五经正义》，对南北朝以来的义疏进
行了整合，从而结束了魏晋以来的经学多元化局面，此为经学统一时期。
    宋学在继中唐疑古惑经的学风中兴起，宋学中派别众多，但真正对后代经学发展有影响的是“摆落
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的道学――即理学，理学家在解经过程中贯彻依经
明理依经明道的路径，“不信传注，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驯至改经、删经以就己说”别出心裁以构
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脱离了汉唐注疏之学，是故皮氏定两宋时期为经学变古时期。
元明之际，由于理学的进一步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心学兴起后，义理之学大盛，这便导致解经时新义
叠出，这与皮氏的“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的立场相悖，皮氏斥这一时期为经学的极衰时期。
清代考据大兴，皮氏认为清学是在力图恢复汉代的经学，特别是“乾隆以后，汉学大明，嘉道以后，
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至今日复明”，因此，清学是经学复盛时期。
由于皮氏今文家的学术立场，他的划分尺度并不一定正确，但是皮氏以今文经学为正统，按照今文为
宗，古文尽管不解经，但去古未远，基本没有脱离经学的原意，宋学变古，尽弃古人旧说，故经学转
衰的逻辑，将整个经学的发展脉络用一条清晰的线索梳理出来，最终把经学史贯穿为一个前后不可分
割的整体，比较容易看出经学史的发展演变，这与传统的纪传体和书志体经学史那种见木不见林，支
离破碎的现象相比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突破。
    皮氏在《经学历史》中，用自己的观点对经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作了一个连贯的叙述，使得我们能较
为容易把握经学的演变。
在叙述经学变化的过程中，皮氏注意对各时期经学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如在分析两汉今文经学衰落
的原因时，首先从今文经学自身的原因出发，认为今文经学在东汉时，章句之学越来越繁琐，不能适
合时代的需要；加之受到古文经学的打击，从而走向衰落。
这种注重对学术演变前因后果的分析，对于后人理解经学蜕变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经学历史》一书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还表现在该书的编纂体例上。
     《经学历史》在述论经学发展的过程时，将经学史划分为十个时期。
每个时期的标目实际上也就是该时段的特点。
在讲述每一时段的经学发展时，皮氏从制度、经籍、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皮氏中间还插有皮氏
之评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种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经学发展过程中“面”上的表现，
又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即面上的展开均与该时期的特点相一致，每一分段的论述又为皮
氏经学观――今文经学为正宗这一总论点服务。
这种体例有利于从横向――经学发展的面上的表现和纵向――经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把握经学，使得在
叙述经学史时，既能了解经学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大势，又能把握这一时段经学在经学史总体中所处的
位置，以及这一时期上一时期前后的联系与得失，集叙述议论于一体，做到了以史证论而又论从史出
，这实际上是借鉴了章节体的特点。
我们知道，章节体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题分章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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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章节的编排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包容性。
《经学历史》一书，不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章节体，因为其中没有“章节”名称，但皮氏所列标题一
目了然，概括大要，实具有章节的意义。
章节体体例源于西方，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学术也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
《经学历史》在继承中国传统经学史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史学的编纂体例之长，对学术史、经学史
的研究走在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    作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学史，《经学历史》有其优点，但由于受作者学术立场的限
制和时代的局限，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甚至是错误，具体表现为：该书对经学史上各阶段的重要
经学人物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经学史上某些重要流派甚至避而不谈。
    皮氏站在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对于经学史上的重要的解经流派――古文经学和宋学都持否定态度，
他认为古文经学是史学；宋学经解不符合圣人之意。
然而，宋学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孟子的升格运动，理学在发展传统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同时，更偏重于
内圣之学，最终使得《四书》之学超越于《五经》之上，修齐治平之道成了社会各阶层崇奉勿替的价
值准则，从而对传统社会中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家在继承魏晋玄学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精致的形上思辨，使得传统儒学更加理论化
。
这对于强化中华民族的逻辑思辨能力，拓展传统儒学的学术内涵都具有了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因而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而《经学历史》仅以 “空谈义理则无用”而否定之，不免显示出浓厚的功利化色彩，故评价也就武断
。
但值得注意的是，皮氏在否定宋儒义理解经时，对于朱熹一派缺多有提及并曲意回护，如提到理学家
删削经文以就己意时，皮氏认为此种学风与朱熹无关而肇端于二程兄弟，谓二程兄弟从义理出发断定
章句的“真伪”，而朱熹则是按照理学的义理补写并加以发挥而形成现在的《大学》通行本。
其实，朱熹强分《大学》“经”、“传”，学界早有此说，皮氏明知而不置一喙，显失公允。
我们知道，朱熹治学重“格物”、“致知”，在学风上表现为朱熹重名物、典制的考据，是故章学诚
认为朱学为清代学术的思想源头。
我们看清代今文家如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因其人受乾嘉考据学风浸染较深，故均对朱熹极有好
感而崇奉之。
此种选择，与后期的魏源、康有为的是陆王而非程朱而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皮锡瑞治学踵凌曙、陈立、王闿运一派而来，其学风亦属实学一路，也因此皮氏要曲意回
护朱熹。
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皮氏对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陆王心学，没有专门进行评说。
这不是简单的忽略，而是和皮氏的家派门户之见有关。
皮氏从通经致用的角度出发评价经学流派，但皮氏又受考据学风的浸染，从今古文方面来看，他尊今
抑古；在汉宋观上，皮氏褒汉而贬宋，他一直坚持清儒反形上思辨的传统，认为其性理之谈近于老释
之学，而在朱学与陆王心学的评判上，朱熹学风扎实，实为清儒考据学风的不祧之祖。
皮氏重考据，与朱学之实证学风存在暗合的一面，是故《经学历史》多曲护朱熹，而对陆王心学只用 
“糟粕六经”一语带过，更不要说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了。
    皮氏对于经学史上重要的人物的评价也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在皮氏看来，凡治古文经者，在政治
上均有大逆不道之倾向，如他认为刘歆治古文是为了助莽篡汉，又谓王肃、杜预之倡古文、注《左传
》是为了助司马氏篡魏。
刘歆之助莽与他治古文经了无干系，此一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已有明辨，至于说王肃、杜预之
治古文，与司马氏之篡魏有关，于史无征，这更属皮氏的主观臆断。
查《魏书》王肃列传，称：“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
刘寔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
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
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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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找不到王肃助司马篡魏的影子，至于杜预，他本着古文经学的立场，从前人对《左传》的注释
中找出符合《春秋》的解说作《春秋左传集解》，今人刘家和先生已有详论 ，可供参考。
查找《晋书&#8226;杜预传》也根本找不到杜预帮助司马氏篡魏的痕迹。
    《经学历史》将经学的发展分为十期。
从皮氏的分期来看，经学的发展从两汉以后就在走向衰落。
皮氏重“今”轻“古”，扬“汉”抑“宋”。
他认为古文经学之兴起是对经学的第一次破坏；宋学之兴又是对汉学的破坏，因此，皮氏对古文经学
与宋学评价极低，他的经学历史即是以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破坏以及宋学对汉学的破坏为基础建立
起来的。
但是自西汉末古文经学兴起后，重典制考证、音韵训诂，实为经学“向前”发展而非“衰落”的一个
新阶段，由许慎、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开启了下至于隋唐的一代新学风；至于理学，杂采佛老
入儒，将儒学的纲常名教作“形上”安顿，将传统儒学理论化、“哲理化”，这更应当视为经学的发
展而不是衰落。
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朱熹一派由“格物”而“致知”的治学路线，胎育出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这
不仅是东汉经学学风的回应，更是清儒考据学风的源头。
朱学与清儒之渊源，章学诚《文史通义&#8226;朱陆》所言甚详，惜乎皮氏对此均视而不见，他站在“
今文”（西）“汉学”的立场上抑古文、反宋学，以己意而衡经学之衰落，皮氏的这种分期法归根结
底是为了凸显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之功”。
    皮氏以“有用则盛，无用则衰”视经学，全然将经学作为政治的工具来看待。
他认为今文经学的衰落是由于章句之学的发展使得后期今文经师背离了先师的师法，偏离了为现实政
治服务这一目标而走向衰落。
殊不知，两汉今文经学的衰落恰恰是因为今文经学与政治之间未能保持一定的张力，和现实政治“贴
”得太近所致，今文经学的谶纬神学化是它衰落的重要原因，皮氏站在“今文”（西）“汉学”立场
上的经学分期法，家派色彩太浓，主观性太强，未能真正揭示经学历史发展的实质。
（三）    《经学历史》成书于1905年，1907年由长沙思贤书局刊刻，从此，该书迅速流传，1928年，商
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从书出版，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术研究起过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上，皮氏反对革命而力主清政府推行新政，《经学历史》一书正是皮氏这种政治立场的产物
。
1905－－1907年，章太炎正以古文经学为武器，大倡排满革命，与当时宣传保皇的康有为进行论战。
章氏见到《经学历史》后立刻明白了皮氏政治含义，是故章氏将皮氏视为康有为之同道，而对其《经
学历史》痛加批驳，1907年章太炎作《驳皮锡瑞三书》，谓《经学历史》“钞书原委，故妄以己意裁
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为“牧竖所不足道”， “然而，章太炎仍纠缠于孔子
喜《易》制《礼》的古老争论上，并不能否定皮氏”，并没有辨明《易》与《春秋》是否是经学之重
镇，也即清代今文家的理论到底能否成立。
但是，章氏为革命派领袖，学界泰斗，他能够注意到《经学历史》，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经学历史》
一书在当时的影响。
        《经学历史》成书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经学至此退出政治舞台，这使得《经学历史
》对于经学史的叙述成了经学寿终正寝的挽歌。
在经学由中心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对经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的道路，《经学历史》对此有一
定的推动作用。
1907年《经学历史》刊行后，同年刘师培作《经学历史教科书》，刘氏将经学历史的发展分为四期，
其所重在经学典籍的传衍，刘氏身为古文家，他的经学立场与皮锡瑞大异其趣，书中多次强调了古文
典籍之可信，显然系针对《经学历史》及《经学通论》而发，以纠皮氏之偏颇。
这种论辩实际上推动了经学史研究的发展。
1927年，日本人本田成之的作《支那经学史论》， 本氏将中国经学发展分为七个时期，显然受到《经
学历史》的启迪。
本氏述先秦述儒学典籍的流传完全取法《经学历史》；其有关两汉今文经师的“师法”与“家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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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全由皮氏之论脱胎而来。
1936年，马宗霍作《中国经学史》，马氏在自序明谓：“晚世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
”，肯定了皮氏在经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但认为皮书“与但事抄书者稍殊，持论既偏，取材复隘”
。
 马氏之书实是对皮氏之书得纠偏，但在分期（马氏分为十二期，按朝代裁断）上下限于皮氏分法大同
小异，在内容上，也借鉴了皮氏的会通思想，体例上，马氏在书中史论结合，在章节体已走向普及的
时期（马氏书成于1936年），仍然与皮氏之书的形式无大改动，足见皮氏是在纠正皮氏，同时也看出
其受皮氏影响之深。
马书于皮氏之书相比，无论从观点上、材料上都比皮书客观充分，但与皮氏之书的关系来看，不能不
想到皮书对经学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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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皮锡瑞(1850-1908)清末学者。
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
字鹿门，一字麓云。
举人出身。
三应礼部试未中，遂潜心讲学著书。
他景仰西汉伏胜之治《尚书》，署所居名“师伏堂”，学者因称之“师伏先生”。
1890年(光绪十六年)主湖南桂阳州(今桂阳县)、龙潭(今溆浦县)书院讲席。
后二年移江西南昌经训书院，说经严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
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极言变法不可缓。
1898年春，任“南学会”会长，主讲学术。
开讲三月，讲演十二次，所言皆贯穿汉、宋，溶合中西；宣扬保种保教纵论变法图强，听者无不动容
。
其讲义及答问均刊于《湘报》上，被顽固派斥之为“邪说煽惑”。
当顽固派诋毁“南学会”时，他不避艰险，往复辩论，表现了救亡图存的热情。
“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指责他“离经叛道，于康有为之说心悦诚服，若令流毒江西湖南两省，必致
贻害无穷”，并下令革去其举人身份，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制。
晚年长期任教，并任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
博览群书，创通大义，今文经学造诣很深。
所著《五经通论》，皆为其心得，示学人以途径。
《经学历史》则是经学入门书。
他主张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应党同妒真，对各家持论公允为晚清经学大家之一，工于诗及骈文。
著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师伏堂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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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凡例  一 经学开辟时代  二 经学流传时代  三 经学昌明时代  四 经学极盛朝代  五 经学中衰朝代  六 
经学分立时代  七 经学统一时代  八 经学变古时代  九 经学积衰时代  十 经学复盛时代附录一  皮鹿门先
生传略附录二  本书引用清代人名出处表重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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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注：“《续汉志》日：⋯⋯其日，乘舆先到辟雍。
礼毕，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
天子迎于门屏，交拜，导自阼阶。
三老自宾阶升东面，三公设几杖，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俎，执酱而馈，执爵而酯。
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
明日皆诣阙谢，以其于己礼大隆也。
”按明帝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
　　捂绅，言插笏带间也。
古之仕者，垂绅插笏，故引申以为宦族。
或作缙绅，假借字。
　　《后汉书?儒林传》注：“《汉官仪》日：辟雍四门外有水，以节观者。
门外皆有桥。
观者水外，故云圜桥门也。
圜，绕也。
”　　四姓指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也。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注：“袁宏《汉纪》日：永平中，崇尚儒术，⋯⋯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
四姓小侯，置五经师。
以非列侯，故日小侯。
”　　期门，官名。
汉置期门郎，以仆射领之，掌游猎。
汉武帝好微行，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
后汉改期门仆射为冗从仆射。
　　羽林，禁卫之称。
汉武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
宣帝使中郎将骑都尉监之，领郎百人，谓之羽林郎，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之。
　　永平，汉明帝年号。
明帝在位18年，当公元58年至75年。
　　班固《两都赋》：“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
”按言其昇平也。
　　《后汉书》卷百零九《儒林传》序：“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
”注：“倚席言不施讲坐也。
”　　《后汉书?儒林传》序：“顺帝感翟酶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室。
试明经下第，补弟子。
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
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
”注：“《说文》：‘黉，学也。
’黉与横同。
”　　《后汉书-儒林传》序：“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日：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
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
以此为常。
”　　语见《后汉书?儒林传》序。
《后汉书》，范哗撰。
哗字蔚宗，刘宋南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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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涉经史，善属文，能隶书，晓音律。
累迁太子左卫将军。
后以谋逆罪伏诛。
传见《宋书》卷六十九及《南史》卷三十三《范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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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是研究经学的重要入门书，对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经学起自西汉初年，绵延二千多年，各种著作，汗牛充栋，然而却缺乏严整、系统的经学通史。
清末经今文学家皮锡瑞所著的《经学历史》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此书对经学及其历史作了简要、清楚的介绍与评价，内容涉及经学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种流派和代表
人物。
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又为此书作了详细、精当的注释，举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词僻义，
均一一引征文献、详加阐发，为原书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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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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