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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收录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学术思想的学案体著述，共分六卷：第一卷为哲学类，第二卷为史
学类，第三卷为经学考古类，第四卷为语言文学美学类，第五卷为版本目录、历史地理、宗教等类，
第六卷为教育、科技、艺术等类。
如此分卷，主要基于民国学术和学科发展的实际以及编辑操作和读者使用方便的原因。
案主学术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则以其主要学科成就归类。

　　本书系共著录案主254人，分个案、合案（如《陆侃如、冯沅君学案》）、附案（如《钱基博学案
》后附《钱钟书学案》）三类。
每类案主的排列以出生年份先后为序。

　　本书系编写体例大致为：（一）案主行状；（二）学术旨要；（三）案主主要著述目录；（四）
研究案主学术成果要目（收录时间以2000年底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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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 张岂之
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中国著名思想文化史专家，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
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华人文精神》等。

 执行主编 麻天祥
1948年生于河南，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著有《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汤用彤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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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马其昶学案
康有为学案
姚永朴学案
叶德辉学案
唐文治学案
章太炎学案
丁惟汾学案
刘师培学案
吴承仕学案
杨树达学案
黄侃学案
沈兼士学案
蒋伯潜学案
马宗霍学案
周予同学案
罗振玉学案
王国维学案
马衡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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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学案
郭宝钧学案
容庚学案
董作宾学案
李济学案
于省吾学案
杨钟健学案
徐中舒学案
唐兰学案
吴金鼎学案
商承祚学案
裴文中学案
梁思永学案
尹达学案
贾兰坡学案
曾昭燏学案
孙海波学案
夏鼐学案
胡厚宣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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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群经概论》：经学的学派，大概可分为四派：一、“西汉今文学派”；二、“东汉古文学派”
；三、“宋学派”；四、“新史学派”。
今文派以为经是孔子著作的专名。
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孔子以后的著作，也不得冒称为经。
他们以为经、传、记、说四者的区别，由于著作者身份的不同；就是孔子所作的叫做经，弟子所述的
叫做传或叫做记，弟子后学辗转口传的叫做说。
　　古文派以为经只是一切书籍的通称，不是孔子的六经所能专有。
在孔子以前，固然已有所谓经；在孔子以后的群书也不妨称为经。
他们以为经、传、论的不同，不是由于著作者的身份的区别，而只是由于书籍版本长短的差异。
　　还有立场于骈文学派的见地，而提出经的定义的。
他们以为经是经纬组织的意思。
六经中的文章，多是奇偶相生，声韵相协，藻绘成章，好像治丝的经纬一样，所以得称为经；换言之
，六经的文章大抵是广义的骈文体，也就是他们所谓“文言”。
所以其他群书，只要是“文言”的，也可以称为经；如《老子》称为《道德经》，《离骚》称为《离
骚经》等。
这派是始于清代反桐城派的骈文学家阮元；到近人刘师培著《经学教科书》，更提出比较有系统的主
张。
经的领域，因历代儒教徒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逐渐扩张，所以在前代的记载上，每每有六经、五经、七
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及十四经、二十一经等等的称号。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就是六经的某一部分为孔子所制作或为孔子所删述，有两种极端的主张
。
一种以为五经（去乐不计）都是孔子所制作；一种以为五经是五部各不相干的书，孔子没有制作，也
没有删述。
前者可以清末皮锡瑞说为代表，后者可以近人钱玄同先生说为代表。
　　西汉今文学派产生于西汉初年，就是普通所谓“今文十四博士”之学。
东汉古文学派，如果稍为缜密点说，可以说是产生于西汉末年。
到了东汉，因为今文学派自身的腐化，及古文学大师的努力，大有取今文学派而代之的趋势。
　　宋学派产生于北宋庆历以后。
但宋学之怀疑的精神，唐时经师如赵匡、啖助、陆淳等已开其端。
到了南宋，因研究方法的不同，可分为以朱熹为领袖的“归纳派”，以陆九渊为领袖的“演绎派”以
及陈亮、叶适为领袖的“批评派”三派。
　　新史学派可以说是产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到现在还不过十余年。
这是超汉宋学、超今古文学而以历史的方法去研究经学的新学派。
它一方接受历来经学学派的遗产，一方接受外来学术思想的影响，终于成为经学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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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学案（第3卷）》立足民国这一中西学术汇流的重要历史转型期，力求全方位、立体式地
追溯和归纳民国学术的背景、流变和成果，兼具学术性、文献性和工具性。
在方法论上，它继承《明儒学案》、《清儒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传统，但又特别突出
民国学术的特殊性和创变性，在中国学案研究历史上别开生面。
全书分为六大卷，分别为哲学类，史学类，经学考古类，语言文学美学类，版本目录、历史地理、宗
教类以及教育、科技、艺术类，囊括了民国时期各学术领域重要学者的行状和学术旨要，对有兴趣了
解和研究民国学术、民国人物乃至民国社会文化风貌和社会转型态势的人士尤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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