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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学术宗师
,

刘师培除留下众多精辟的学术

专论外
,

还有一系列总结中国学术发展历程的学术史论

著问世
。

这些著作涉猎广泛
,

由先秦及于 清代
,

并各具

特色
,

对今人非常富有启示意义
。

遗憾的是
,

迄今少有

学者关注于此
。

刘师培论述先秦学术的著作主要有 《周末学术史

序》
、

《古学出于史官论 》
、

《古学起原论》
、

《古学

出于官守论》
、

《补古学出于史官论》 等
。

这些著作又

可分为两类
,

一类为论述古代学术起源 的著作
,

所论内

容在时间上大抵处于先秦时期 (个别论题延伸至秦之

后
,

但无关宏旨 )
,

故于此论之 ; 另一类为论述包括儒

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的著作
,

以 《周末学术史序 ) 为代

表
。

实则二者多有重合
,

古学起源不少谈的是诸子学的

起源
,

只是出于论述上的方便
,

才分而论之
。

关于古学起源
,

刘师培以具有内在关联的四篇文章

《古学起原论 》
、

(古学出于史官论》
、

(补古学出于

史官论》
、

(古学出于官守论 ) 阐之甚详
。

在 《古学起原论 ) 中
,

他指出
,

古学出于宗教并基

于 实验
。

出于宗教是 因
“

民之初生
,

不明万物运行之

理
,

又有喜疑之天性
,

见夫人死为鬼
,

疑鬼有所归
,

迷

信灵魂不死之说
,

而人鬼之祀兴
。

及有威德著于一方

者
,

则祀为一境之神
,

而地抵之祀兴
。

又推其先祖所 自

出
,

以为人本乎祖
,

万物本乎天
,

而天神之祀兴
。

故中

国之宗教
,

不外天神
、

人鬼
、

地抵而 已
,

而人鬼为一切

宗教所由生
。 ” “

而一二雄鹜之君
,

利用人民之迷信
,

遂 日以神鬼愚其民
,

使君权几与神权并重
,

由是 以人君

为教主
,

以人臣为司教之官
,

凡一切学术
、

政治悉无不

与宗教相关矣
。 ” ①不仅

“

古代之学派
”

如阴 阳
、

术

数
、

方技
“

悉与宗教相关
” , “

实用之学亦出于宗教之

中
” ,

如天文之学
、

兵家之学等皆如此
。

古学基于实验

则因
“

上古之时
,

用即所学
,

学即所用
,

舍实验而外固

无所谓致知之学也
。 ”

不过
, “

唐虞以降
,

学术由实而

趋虚
,

穷理之学遂与实验之学并崇
,

此学术进化之次第

也
。 ” ②

在 《古学出于史官论 ) 中
,

刘师培发挥了古学源于

宗教之精义
,

进而阐明古学掌于 史官之理
。

既然
“

人鬼

为 一 切宗教所由生
”

( (古学起原论 ) 之言 )
,

故
“

古代所信神权
,

多属人鬼
。

尊人鬼
,

故崇先例 ; 崇先

例
,

故奉法仪
。

载之文字谓之法
、

谓之书
、

谓之礼
,

其

事谓之史
。

职以其法
、

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
,

谓之太

史
、

谓之卿大夫
。

有官斯有法
,

故法具于官 ; 有法斯有

书
,

故官守其书
。

是则史也者
,

掌一代之学者也
。 ” ③

具体说来
,

在周代
,

六艺之学
、

九流之学
、

术数方技之

学皆出于史
,

这已论及诸子学之源
。

如关于九流之学
,

他说
: “

( 汉书
·

艺文志》 叙列九流
,

谓 道家出于史

官
。

吾谓九流学术皆原于史
,

匪仅道德一家
。

儒家出于

司徒
,

然周史 《六张 ) 以及周制周法皆人儒家
,

则儒家

出于史官
。

阴阳家出于羲和
,

然羲和苗裔
,

为司马 氏作

史于周
,

则阴阳家出于史官
。

墨家出于清庙之守
,

然考

之 (周官 》 之制
,

太史掌祭祀
,

小史辨昭穆
,

有事于

庙
,

非史即巫
,

则墨家出于史官
。

纵横家出于行人
,

然

会同朝觑
,

以书协礼事
,

亦太史之职
,

则纵横家出于史

官
。

法家出于理官
,

名家出于礼官
,

然德刑礼义
,

史之

所记
,

则法名两家
,

亦出于史官
。

杂家出于 议官
,

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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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孟亦与其列 ;农家出于农樱之官
,

而安国书册参 《周末学术史序 》 是刘师培拟著之 《周末学术史》

列其中 ; 小说家出于稗官
,

而虞初周说杂伺其间
,

则杂 的序目
。

有周一代
,

学权操于史官
,

到周室东迁
,

私学

家
、

农家
、

小说家
,

亦莫不 出于史官
,

岂仅道家云乎 兴起
,

遂成周末诸子之学
,

故该序 目实为论次诸子学术

哉 !
” ④在这里

,

他把诸子出于 王官的说法扩大为诸子 之序目
。

需要指出的是
,

刘著此序 目之时正是国粹派学

出于 史官
。

在 (补古学出于史官论 ) 中
,

他又进一步阐 者倡导
“

古学复兴
”

之际
, “

古学复兴
”

之 目的是通过

释诸子学兴起之由
,

认为
“

古代之时
,

学术掌于史官
,

复兴先秦诸子学以重振中国文化
。

作为国粹派 主将之

亦不能历久无弊
,

试即其最著者言之
:
一 曰上级有学而 一

,

刘师培著此显然有这方面意图
,

故国粹派另一主将

下级无学也
,

… …二日 有官学而无私学也
。

… …有此二 邓实称赞 ( 周末学术史序 ) 为标志
“

古学渐兴
”

的力

弊
,

此西周学术所以无进步也
。 ”

这种局而在周末被打 作
。 ⑨另外

,

刘著此书还与当时的子学热有关
。

胡适曾

破
, “

周末之时
,

诸子之学各成一家言
。

由今观之
,

殆 描述过这种景象
, “

到了最近世
,

如孙治让
、

章炳麟诸

皆由于周初学术之反动力耳
。

一 曰 反抗下 民无学也
,

君
,

竟都用全副精力
,

发明诸子学
。

于是从前作经学附

… … 二 曰反抗私门无学也
。

… … 盖言论思想之自由
,

至 属品的诸子学
,

到此时代
,

竟成专门学
。

一般普通学

战 国而极
,

此不独九流各成其学也
,

即学术相同者亦多 者
,

崇拜子书
,

也往往过于儒书
。

岂但是
`

附庸蔚为大

源远流分
,

如儒分为八
、

墨流为三是也
。 ” ⑤ 国

’ ,

简直是
`

蟀作夫人
’

了
。 ” L子学的兴起

,

既是

至于 (古学出于官守论》 一文
,

虽 为补章学诚周代 清代学者将朴学研究方法逐渐运用于子书的结果
,

一

也与

学术掌于官守之说之未备而作
,

但其旨亦与 (古学起原 西学的传播和影响分不开
,

因人们纷纷发现子书中有能

论》
、

(古学出于史官论 )
、

(补古学出于史官论》 类 与西学相 比附的内容
,

如 《墨子 ) 中的某些内容可与西

似
,

可 谓一脉相承
,

这从其 《序》 中所言即可看出
,

方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甚至社会主义学说相 比附
,

这自
“

吾观上古之时
,

政治
、

学术
、

宗教合于一途
,

其法咸 然引起欲沟通中西学术以救亡的读书人的浓厚兴趣
。

备于 明堂
。

明堂者
,

合太庙太学为一地者也
,

凡教民
、

(周末学术史序 ) 即反映了这一潮流
。

宗祀
、

朝奴
、

耕籍
、

举贤
、

飨射
、

献俘
、

议政
、

望氛
、

《周末学术史序》 有两个突出特点
,

一是不采
“

以

治历
、

告朔
、

行政之典皆行于其中
,

而有周一代之学术 人为主
”

的学案体
,

而是作
“
以学为主

”

的学术史
。

这

即由此而生
。

儒家之学即教民之遗法也
,

墨家之学即宗 是因
“

近世巨儒稍稍治诸子书
,

大抵甄明话故
,

掇拾丛

祀之 旧典也
,

名家之学即举贤之遗制也
,

法家之学亦行 残
,

乃诸子之考证学
,

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也
。 ”

既不满

政之大纲也
,

推之纵横家之学出于朝觑
,

阴阳家之学出 意于此
,

就得加以变通
,

故
“

采集诸家之言
,

依类排

于治历
、

望氛
,

农家之学出于耕籍
,

杂家之学出于议 列
,

较前儒学案之例
,

稍有别矣 (学案之体
,

以人为

政
,

兵家之学出于 习射
、

献俘
,

即道家之学亦从此起 主 ; 兹书之体
,

拟以学为主
,

义主分析 )
。 ” 。 从

“
以

源
。

厥后明堂各典掌以专官
,

及官失其传
,

私家著作乃 人为主
”

到
“
以学为主

” ,

表面上仅是学术史撰著体裁

各执一术以自鸣
,

惜章氏未见及此耳
。 ” ⑥ 的变迁

,

实则意义重大
,

表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己开始

总之
,

在刘师培看来
,

中国古代学术源于宗教并基 走上一条新路
,

即走出旧学术史的樊篱而向建立新学术

于实验
,

至周代则掌于官守
,

尤掌于史官
。

这里特别值 史的
“

范式
”

迈进
。

如果突破学术史的狭隘视界来看
,

得注意的是其所提出的诸子出于史官论
。

从学术史视角 甚至可 以说是中国学术从旧到新的转折点
。

正如傅斯年

观察
,

将诸子之学出于王 官发展为出于史官
,

在当时是
`

所指出的
, “

中国学术
,

以学为单位者至少
,

以人为单

刘师培的独创
,

具有学术原创意义
,

而且刘此论是发表 位者转多
,

前者谓之科学
,

后者谓之家学 ; 家学者
,

所

在 1905 年 2 月的 (国粹学报》 创刊号上
,

比之卓有影响 以学人
,

非所以学学也
。

历来号称学派者
,

无虑数百
,

的章太炎 《诸子学略说 ) 早发表一年半
,

这亦可见出刘 其名其实
,

皆以人为基本
,

绝少以学科之分别
,

而分宗

所具的学术创造力
。 ⑦另外

,

视九流诸子同出于史官
,

派者
。

纵有以学科不同
,

而立宗派
,

犹是以人为本
,

以

儒家亦为其中之一
,

与其余诸子并无尊卑之别
,

这体现 学隶之
,

未尝以学为本
,

以人隶之
。

… …无论何种学

了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平等观念
,

在中国思想和学术 派
,

数传之后
,

必至黯然寡色
,

枯搞以死 ; 诚以人为单

发展史上
,

亦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革命性质
。 ⑧ 位之学术

,

人存学举
,

人亡学息
,

万不能孽衍发展
,

求

其进步
。

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
,

端在分疆之清 ; 分疆

二 严明
,

然后造诣有独至
。

西洋近代学术
,

全以科学为单

位
,

苟中国人本其
`

学人
’

之心 以习之
,

必若钠凿之不

除论古学起源的著作外
,

刘师培论述先秦学术史著 相容也
。 ” 。 用傅氏所言标准来看

,

刘师培所倡以学科

作中最重要
、

影响最大的当为 (周末学术史序 )
。

为主的学术史研究
,

恰是
“
以学为本

,

以人隶之
” ,

倾

向
“
以学为单位

”

之
“

科学
” ,

摒弃
“ 以人为单位

”

之

~
.

3 长、 学刊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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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学
” ,

表明中国学术正在摆脱古典形态而向现代形 玄同认为
“
刘君对于学术思想

,

最能综贯群书
,

推十合

态迈进
。

一
,

故精义极多
。

… … 以 《周秦学术史序》 (
“

秦
”

二是以西学为参照系
,

进行中西学类比
。

这从其标 当作
“
未

”

) 为最精
。 ” 。 就是今天看来

,

(周末学术

题即可看得很清楚
。

全书从 (心理学史序》 至 (文章学 史序》 也不失为 “

研精覃思
”

(章太炎语 ) 之作
。

史序 ) 共 16 个序 目
,

现将其列 出 ( 去掉
“

史序
”
二

字 )
:
心理学

、

伦理学
、

论理学
、

社会学
、

宗教学
、

政 注释 :

法学
、

计学
、

兵学
、

教育学
、

理科学
、

哲理学
、

术数

学
、

文字学
、

工艺学
、

法律学
、

文章学
,

其中论理学即 ① (左盆外集 )卷八
,

(刘申叔先生遗书 )
,

民国二十五

为逻辑学
,

政法学即为政治学
,

计学即为财政学
,

理科 年宁武南氏排印本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 7 年重印
,

第 147 3

学即为自然科学
。

这些学科涵盖之广
,

几包容现今所言 页
,

以下皆用此版本
,

简称 (遗书》
。

人文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的各领域
。

以西方学术体系分 ②③④⑤⑥ (左盆外集) 卷八
,

(遗书 ) 第 147 6 一 147 7

类阐述先秦学术
,

这是刘师培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创举
,

页
、

第 147 7 页
、

第 147 8 页
、

第 148 0 一 14 82 页
、

第 1483 页
。

具有相当重要的
“

范式
”
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

在具体论 ⑦有人甚至认为
“

章太炎在 19肠 年发表 (诸子学略

述中
,

刘把道家和 阴 阳家之说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相 比 说 )
,

提出诸子出于王官
,

… … 应该是受刘师培的影响
。 ”

附
,

说
“

盖道德家言由经验而反玄虚
,

以心体为主观
,

见方光华 : (刘师培评传》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 6 年版
,

以万物为逆旅
,

以本为精
,

以物为粗
,

以有积为不足
,

第 2 11 页
。

而与时为迁移
,

乃社会学之归纳派也
。 ” “

阴阳家言执 ⑧周予同认为
,

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 的一个作用是

一理以推万事
,

推显而阐幽
,

由近 而及远
,

即小以该
“

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
,

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
。 ”

(见

大
,

乃社会学之分析派也
。 ”

同时他也看到道
、

阴阳两 周予同 : (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

家的不足
,

指出
“
道德家言多舍物而言理

,

阴阳家言复 选集 ) (增订本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 6 年版
,

第 523 页
。

)

舍理而信数
,

此其所以逊西儒也
。 ” 。 他还用政治学原 康 氏之作是借经学以谈政治

,

不能以纯学术著作视之
,

而

理对儒
、

墨两家予 以比较
,

认为
“

儒家所言政法
,

不圆 刘师培 (古学出于史官论 )则为学术探讨
,

重在学理 阐发
,

满之政法学也
。

墨家不重阶级
,

以众生平等为归
,

以为 故其虽在康书之后出现
,

其所倡儒家与诸子并列之说
,

仍

生民有欲无主则乱
,

由里长
、

乡长
、

国君 以上同于天 具有学术上的革新意义
。

子
。

而为天子者又当公好恶
,

以达下情
,

复虑天子之不 ⑨邓实 : (古学复兴论》
,

( 国粹学报》第 9 期
,

19 05 年

能践其言也
,

由是倡敬天明鬼之说
,

以做惕其心
。

是墨 or 月 18 日
。

子者
,

以君权为有限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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