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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近代研究中国经学史的著作，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无疑是学界最为熟悉的一种。由于

该书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学都有精到的描述，而且有一定的系统性，尤其是经过周予同

先生的注释，现在已成为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必备参考书。作为近代研究中国经学史的佳著，

皮著显然不是唯一的，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有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所编撰的《经学教科书》。 

刘师培（1884－1920），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光绪二年（1902）举人。次年赴开

封会试受挫，在归途中经上海时结识了章太炎，并受章太炎思想影响，改名光汉，担任《警

钟日报》、《国粹学报》撰述，宣传“排满革命”。1905年因《警钟日报》被清廷查封，他

逃往嘉兴、芜湖等地。1907年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因自视甚高，企图出任

同盟会东京本部干事之职，遭拒绝后心怀怨愤，在其妻何震的劝说下，于1908年入清两江总

督端方幕府。辛亥革命后，曾加入“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

长，刘师培被聘为中国文学门教授。1919年主编《国故》月刊，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这年

的11月，因肺病死于北京大学。刘师培短短的一生却留下了众多著述，计有论群经及小学者

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等，一并收录于1939年由钱玄同编辑的《刘申叔

先生遗书》中。 

刘师培的经学研究，渊源于他的家学传统。他的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世居

江苏仪征，都是乾嘉汉学传统的知名学者，而且以三世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而著

称。刘师培自幼受家族文化气氛熏陶，从开蒙起便饱读经书，八岁时便掌握了《周易》的卦

变方法。他在《甲辰年自述》诗中不无自负地说：“童蒙学《易》始卦变，爻象昭垂非子

虚。”不过，刘师培更多的是“独抱麟经承祖业”，继承了刘氏世代研究《左传》的家学。

他先后撰述了《左传一地二名考》、《官制异同考》，以及关于南北朝经学形成、汉代与宋

代经学的异同、清代经学的得失以及近代经学的发展等一系列经学论著。 

《经学教科书》按时代先后把传统经学析分为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清代等四派。从

学术角度有意识地对传统经学分派始于清代，如于隆年间的“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

负”（《四库全书总目》）的两分说。嗣后有三分说，嘉、道间龚自珍分以汉学、宋学、清

学（国朝学）三派，康有为则分为汉学（西汉今文经学）、新学（汉代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

经学）、宋学三派。后来又有叶德辉的四分说，即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郑氏学、朱子学。

周予同先生在注释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序言中采纳了康有为的三分说，并对包括刘师培在

内的派别划分说进行了评判，认为刘师培是“强以时代分派”。研究经学史，不可避免地要

对传统经学进行派别划分，而经学史上的今古文、汉宋之争又是分派所无法避免的，仔细推

敲一下上述不同的分派就可发现，它们本质上仍是依据汉、宋两分说再作进一步的细化。分

清今古文、汉宋之争固然重要，但作为史的研究来说，上述分派没有一定的时间界限又显得

过于模糊，所以到了刘师培、皮锡瑞的经学史研究时，几乎都采取了时段划分法，皮锡瑞的

《经学历史》将先秦至清代的经学分为十个时代，而刘师培则采取了折衷内涵和时代区分的

四分法（如果去掉刘氏分法中的三国至隋唐这一段，与其它的分派没有大的区别）。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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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是否妥当是可以进一步研究。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的第一册是历代经学史的概论（这一册当时在学界流行最为广泛），

他按时代顺序、以专经的形式总结了历代经学研究的特点及成果，虽然只是论其大略，却见

解精到，基本做到举要籍、明源流、辨得失、重考证，言简意赅而无轩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的经学史研究很少门户之见。作为近代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当

然是站在古文经学的角度研究经学史的，如他认为六经之一的《乐经》因秦代焚书而失传，

不得已以《孝经》、《论语》作为六经的补充而成为七经的事实。这显然与今文经学家认为

古无《乐经》，《乐》包含在《礼》与《诗》中的见解相异趣。然而他又不以古文经学的观

点自限，而是认为“大约古今说经之书，每书皆有可取处，要在以己意为折衷耳”，显示了

较为开放的心态。如论汉代经学，则认为今文与古文“各有偏长”。又如清代朴学家往往否

定六朝至明代的经学研究，刘师培则坦言其“新义日出”，“多自得之见”。又如他对

《易》学史的研究，虽然接受了清代焦循的《易》学，但并不囿于象数与义理，诚如他在第

二册的弁言中所说：“惜汉儒言象、言数，宋儒言理，均得《易》学之一端，若观其会通，

其惟近儒焦氏之书。故今编此书多用焦氏之说，以刺旧说者十之二，参臆者十之三。”焦循

的《易》学研究，在清代被推崇为“石破天惊”，其实，焦循在传统象数易学的外壳下，走

的是近代数学建立公式化体系的路子。从根本说上他并没有跳出象数易学，可贵的是他试图

寻求一条贯通《周易》全经的新路，显示出清代乾嘉之际象数易学研究的变形。不过，刘师

培还暗取了南宋学者叶适的易学思想。如他在所言易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时，所引内容全系抄

录叶适所著的《上下经总论》一篇。该篇总论六十四卦中五十二卦的意义，并颇为自负地

说：“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应事，致治消患之正条目也。”也正是在叶适、焦循易学的

启迪下，刘师培采纳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并贯穿于他的经学史研究中。如

在论及《易》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时指出：《序卦传》专言“社会进化之秩序，于野蛮进于文

明之状态，言之最精”。又说：“《易经》一书言进化而不言退化，彰彰明矣。”这体现了

他发掘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的理论尝试。 

正因为刘师培的经学史研究有以上一些不同以往的显著特色，所以《经学教科书》虽仅有篇

幅不大的二册，而且以教材形式来写作也约束了他在某些方面作进一步发挥，却与皮锡瑞的

《经学历史》在近代同享盛名，一直为后来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学者所重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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