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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翁方纲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精通经史、金石、目录、书法、词章之学，勤于著述，在诸多学
术领域成就卓著。
所著&ldquo;群经附记&rdquo;，条辨旧说，充分反映了乾嘉时期汉宋兼采的学术趋向。
所撰((四库纂修提要稿》不仅是《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基础，而且是保存至今篇幅最大的一部提要
稿，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主张以金石证书法，学唐碑不余遗力，是晚清碑学风气的开创者之一。
作为乾嘉时期北方诗坛的盟主，倡导肌理诗，主张诗文同源，以学为诗，?晚清宋诗运动的先驱者。
本书在全面掌握最新披露的翁方纲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透过乾嘉时期的学术脉络，对其学术贡献进行
深入清理，是国内首部全面探讨翁方纲学术思想的著作，相信此书的出版一定会推动清代学术史研究
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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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仲华，1973年11月生于新疆焉耆。
1991年9月至1998年7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攻读本科、硕士。
1998年9月至2001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学术文化史。
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著作有《清代诸子学研究》、《纪晓岚传奇》、《北京教育史》(主编)等，在《清史研究》、《光明
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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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生平、交游与著述　第一节　生平与宦游　第二节　交游　第三节　著述考第二章　尊奉《
十翼》为治《易》之指南　第一节　主张以传解经　第二节　汉宋兼取的治《易》途径　第三节　批
评清代汉学家治《易》之弊第三章　折中汉宋的《诗经》研究　第一节　主《毛传》，尊《诗序》　
第二节　批评《诗经》汉学，维护朱熹《诗集传》　第三节　汉宋兼采的《诗经》学第四章　以阙疑
的态度尊信《古文尚书》　第一节　反对将《古文尚书》定为伪书　第二节　补正《尚书》宋学派　
第三节　批评清儒在《尚书》研究中的考据弊端　第四节　阙疑、审慎的《尚书》研究态度第五章
　&ldquo;纂言而不纂礼&rdquo;的&ldquo;三礼&rdquo;研究　第一节　打破汉学家&ldquo;不信经而信
注&rdquo;的迷信　第二节　批评陈澔《礼记集说》　?三节　回归《礼记》的《中庸》与《大学》　
第四节　&ldquo;纂言而不纂礼&rdquo;的治礼方法第六章　推尊《左传》　第一节　反对舍传求经，
独尊《左传》　第二节　批评杜注、孔疏，推崇赵、访《春秋》学　第三节　肯定清前期《左传》学
，补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第七章　摆脱&ldquo;四书&rdquo;体系的《论语》、《孟子》研究　第
一节　《论语附记》　第二节　《孟子附记》第八章　以金石证书法及其尚古质厚的书法思想　第一
节　勤于搜罗，精于鉴赏　第二节　考证金石的目?是考辨书法源流，而非校勘经史　第三节　崇尚质
厚的书学思想第九章　根柢经学的文学理念及其诗学思想　第一节　文必根柢经传的文学理念　第二
节　对历代诗学的评论　第三节　剖析王士稹之&ldquo;神韵说&rdquo;　第四节　&ldquo;肌理
说&rdquo;及其诗学思想　第五节　创作实践及其诗学影响第十章　与《四库全书》纂修结缘的目录学
成就　第一节　《四库纂修提要稿》　第二节　补正朱彝尊《经义考》第十一章　兼采汉宋的治经思
想与治学风格　第一节　以儒学为先，以程?为尊　第二节　读书识字必以《说文》为主　第三节　汉
宋兼采的学术主张　第四节　谨慎、保守的治经风格结语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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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九曜石相传是南汉时所移太湖石，石上多宋人题刻。
翁方纲的夫人韩氏为了搜剔九曜石上的书刻，可谓煞费周折。
数百年来，由于刻石本身的重力作用，这九块巨石的基部已经深陷泥淖之中。
要全部拓出石上的题刻，并非易事。
有一年春天，在“仙掌石”下，翁方纲夫妇用戽斗汲水，连干三天，两人都已累得筋疲力尽，水还没
有汲干，无奈只好暂时作罢。
入冬以后，地下水位下降，“仙掌石”下积水减少，正是搜拓题刻的最佳时机，而此时翁方纲已经离
开广州主持地方考试，夫人韩氏便亲自动手。
在几个家童的协助下，她浚探石底，发现一处空罅，还捉到了几升鱼，把水汲干后，在淤泥上铺垫木
板，探身进去，仰卧扪索，发现在空罅处隐隐有字。
反复洗刷之后，韩氏终于在此处拓出了南宋淳淳祐年间顾孺修、元朝至正年间韦德安、明朝成化年间
萧子鹏留下的三条行楷石刻。
翁方纲将此美事与前人偶然间得到《瘗鹤铭》相比。
他说：“昔人乘江水归壑时，入焦山之麓，藉落叶而读《瘗鹤铭》，此段风味不谓于小园得之？
”翁方纲还挥毫写下了一首题咏“仙掌石”的诗。
翁方纲得到古人题刻后的得意情状，以及他对夫人之参与金石搜访活动的赞许，在诗中充分地流露出
来。
翁方纲不但第一次拓摹了九曜石，而且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离开广州学政任之前，他重新整理刻
石，清理塘中淤泥，种植莲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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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乾嘉之际，文人荟萃，通儒辈出，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高峰期，而且这一时期高寿的学者不少，翁方纲
就是其中之一。
翁方纲一生勤于读书，笔不辍耕，在经学、诗学、金石学、目录学、书学等方面留下了大量著作。
但以往对他重视不够，《清史稿》甚至没有他的传，对他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以“肌理说”为标志的
诗学和金石学等方面，至于其经学等方面的成就，关注的人更少。
⋯⋯刘仲华此书虽然只是对翁方纲个人学术思想的探讨，却为我们了解清代乾嘉时期社会精英的思想
状况和精神面貌，提供了细致入微的图景。
　　——戴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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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清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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