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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开启清代朴学思潮第一人 

张 敏 李海生 

(上海行政学院，上海 200233) 

摘 要 ： 清初，朴学取代理学成为学坛主流，顾史武是开启这一思潮的先导大师，他 

标帜“行已有耻”、“博学于文”，把为人为学统一起来，具备了充任学坛领军人物的素质；他 

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政治上反抗异族统治，思想上高扬反理 学大旗 ，敢为天下先}他引 

领经学走出哲学化域地，力开朴实学风；他奠定了朴学的学问基础，影响卓著，光照后人， 

被后世公认为是“清初三大儒”中奠定清代朴学思潮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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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朴学思潮应运崛起，如晨曦破晓。然 

其临近昧爽，沉沉夜空中已见群星灿烂，最亮的 

一 颗当属顾炎武。乾隆年间，朴学昌盛，学者汪 

中瞻前思今，纵论功过，确认“古学之兴”，“顾氏 

始其端”也0。后来，梁启超补叙遗论，臧否人 

物，坚信 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 

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0，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差不多同时代的支伟成作《清代朴学太师 

列传》，亦发现“清初学者虽不若乾嘉诸师之家 

法完密，然而筚路蓝缕，开三百年来治学涂术， 

厥功伟矣。亭林在诸先生中尤称贯通博瞻，纵 

未专一经，实集众之太成”。因而“清代朴学之 

风，悉 自先生(顾炎武)启之”0。 

一

、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 

作为一“时代思潮 的领军人物，首先应具 

备卓而不群的个人素质，尤其在破坏旧世界、刨 

造新世界的历史转折时期，缺乏了高风亮节，非 

凡的智勇和学识，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因 

为品高服众，万人景仰}智勇生胆魄，敢于向旧 

势力峻露霜刃；学识去蒙昧，开启新思想，集合 

起来，便可站在风云际会的前沿，以特有的禀赋 

催发生命，以团队领袖的雄姿，登高疾呼，唤起 

蓬勃的运动气势。这一点，顾炎武比其他同仁 

做得都好，他把“行己有耻”悬为做人的标帜，身 

体力行，他把“博学于文”当作为学的基石 ，真正 

使为人与为学统一起来，梁启超称他“不但是经 

师，而且是人师～ ，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衡量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大处看他与时代 

的关系。 

清初风云激荡，时代主题十分鲜明。政治 

上；反抗异族统治、救亡以图存；思想上：清算道 

学先生、拨乱以反正。顾炎武直面两条战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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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义无旋踵地站到了短兵相接的第一线。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家道兴衰与大明 

王朝的沉浮相齐，每况愈下。到了炎武这一辈 + 

窘困交织 ，几于平 民无二 ，惟独书香气息不绝 ， 

诵经明志的古训，牢牢扎在心问 清兵人关后， 

明统绝亡的噩耗传来+令炎武心中震颤，悲情大 

作，慨然挥毫，“秘谶归新野，群心望有仍”的诗 

句跃然纸上，表达了匡复故国的决心，并且改名 

“绛”为“炎武”。据沈嘉荣《顾炎武》一书解释， 

根由在于仰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 

午。自此，亭林走出书斋，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 

抗清斗争的行列之中。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九 

Et+顾炎武病逝于曲沃，终年 70岁。他的后半 

生，高扬民族大旗，以气节感人+无愧为“国魂脊 

梁”四字。钱穆将炎武与清初三大儒中的另两 

位相比，称“梨洲晚节多可讥”；“船山于诸家中 

最晦”+唯“亭林最坚卓一 。 

再看思想战线上的新旧交锋，炎武也是最 

有建树、最具杀伤力的志士 他对王学末流的 

批判，严正而又深八，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人， 

略作概括，拟归纳三点贡献：其一，拨理学之乱， 

视陆王心学为鹄的，反对主观的学问，力行客观 

的学问，把以夏峰、梨洲等为代表的修正路线， 

提升至否定旧思潮的高度，展现了王学革命家 

的风范。其二，提出“理学即经学”的著名论断， 

匡经学之正，纠理学之偏，为新思潮的破罅而 

出，矗立了航标，疏清了河道。这相对于毁兴十 

足的全盘否定路线，显得特有建树。其三、强调 

“通经致用 ，恢复道统，尽心为政治而做学问， 

故亭林之学尤具感召力。粱启超洞观气象，颇 

有一番评价．认为“清初大师，如夏峰、梨}l}【、二 

蛆辈，纯为明学余波；如船山、舜水虽有反明学 

的倾向，而未有所新建设，或新建设未能影响社 

会 。亭林则不然 ，他 “一面指斥纯 主观的王 学 

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 出客观方面许多学 问途 

径来”，使得“学界空气一变”，乃至以后的二三 

百年也“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 。 

总之，在回应时代主题的运动中，炎武领风 

气、顺形势，一马当先地站在了历史潮流的最前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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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领经学走出哲学化域地 

理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使传统的经学 

(汉学)终止了偏重经世、还是典籍的龃龉，营造 

出一个脱坯于神学框架而生的哲学化时代 尽 

管宋懦、明儒各有所好，一个强调义理在外，一 

个强调义理在内；一个推崇超感性的抽象本体， 

一 个推崇超感性的先验本体，描摹出理学与心 

学的分野，但本质上都是主观的学问。 

主观的学问未必是哲学 ，哲学却一定是主 

观的学问。通俗地讲，哲学即关于世界观与方 

法论的学问，形而上是它的基本属性。以此观 

照理学，不难发现：“宋人重点讲四书，《论语》 

《孟子》提供心性论的资源 ，《大学》《中庸》则有 

抽象的世界观涵义，《易》也在后～意义上被强 

调”⑦。明儒刨心学，也是本体之学 纵观中国 

哲学的发展历程，“至少存在三种类型的本体 

论。第一种，分析宇宙万物的构成要素，属 自然 

哲学，或称宇宙论。第二种+确定宇宙社会的抽 

象运动规则(包括人伦物理)，依强调重点而趋 

归于自然或社会哲学+前者仍属字宙论，后者则 

为广义的伦理学。第三种，指点生命意义或发 

掘价值源泉 ，系人生论，属 广义 的宗 教哲学”。 

在宋明经学中，本体论的内容晟为丰富，上述三 

型各有体现，即“气本论、理本论与心本论”，而 

张载、程 朱、陆王则 分别是 “三种 立论 的代 

表”0。 

理学至明代，侧重点内移 ，“师心自用”的标 

榜，利弊参半 一方面，道德自觉的创意，使人 

精神解放，所谓精神在外 ，至死地劳攘，须收拾 

作主宰。精神在内，当懈隐即慨隐，当羞恶即羞 

恶，由心而生，随心而发，自主自由 另一方面， 

又不能确保任何个人的体验，都合乎纯粹的道 

德规格、而不属私意的玩味。于是，修身的意境 

变数大增，事事以感悟体会为主，不讲行动、实 

验、印证；“尊德性”流为虚拟设定，以致无法厘 

清自觉与随意的区别，使心学内律松弛、消极面 

泛滥，最终堕为空洞无用的说教 这样一来，形 

上化经学也走到了尽头 

清代朴学取代理学，另辟道路，把陷于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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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经学拯救出来 。首先，治学的前提与归宿 

发生了变化，一个从主观的原则出发，通过演绎 

推断“公理”；一个从客观的原则出发，通过考 

证，回归元典；言心言性与阙疑信古的分野极其 

鲜明 其次，治学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阐发式的 

解经被考据式的证经取代；哲学化的思考让位 

于历史学的审视，实事求是成为大节 这样一 

来，客观的学问取代主观的学问，反成主流，进 

而引领经学走出哲学化域地。 

其实 ，批评学问向内的声音 ，在宋明两朝 已 

有所闻，明代中叶以后，逐渐增强。但真正发聩 

于新旧交替时期、对学术转捩起到关键作用的， 

当在清初 ，顾炎武的贡献尤为突出。 

顾炎武甄别学问，先行确立是非标准，他 

说 ：“不 习六艺之文 ，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 

务 ，举夫子论学 、论 政之 大端一切 不问 ，而 日一 

贯，日无言。 意思是说，离开了经书典籍、周 

孔大端以及当朝的实际，都不算真正的学问，直 

接否定了宋明学术存在的价值 随即，他又提 

出了“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以 

“务本原之学”的改造方向 ，主张学术回归元 

典，用具体的、客观的学问取代抽象的、主观的 

学问。 

既然是客观的学问，那么就应该将宋明学 

术倒过来做：改向内的路线为向外；去“宁道孔 

圣误，违言程朱非”、“违言陆王非 的态度为“信 

古而阙疑”；变“六经注我”的解经方式为“六经 

皆史”；从而把沉湎于哲学化的思想恣肆、扭转 

到用事实说话的历史学审视上来 这一方面， 

顾炎武有所作为，且不乏建树。 

“实事求是”是顾炎武的治学原则，也是认 

识的客观性原则。从这条原则出发，考经证史， 

应据事直 书，尽 量做得客观 公正，不 加主观臆 

测。为此 ，亭林批评道 学先生，为学好“师心妄 

作”，不重先儒“据依”，“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 

圣经”；“更章句未已也 ，进而改文字 ，弄得学 

问根基稀松 ，面目失真，不成体统。若要拨乱反 

正，必先背其道而行之，用“大公无私”的精神去 

改造学风 ，这里 的“公 ”，乃客 观公道 ；“私”乃个 

人意志，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尊重历史、尊 

重事实，反对主观主义 在顾炎武看来，经是古 

人的作品，真伪应以元典为绳墨。当年，孔子珍 

惜经的原貌，以免流传时失真，故不敢妄加穿 

凿，并提出了“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治学主 

张，这就是不 以“私心待圣人”。孟子也说 ：“其 

文则史” 史者，过去之事，不独《春秋》，虽六经 

皆然；据史直书，还历史真面目也。因此，标帜 

大公无私，便能去伪存真，回归元典。有学者进 
一 步断论，认为朴学后进章学诚的“六经皆史” 

说，就是“从顾 炎武 的主张 中获取 了有 益的启 

示 ”0 

为了把客观的学问做得 中规中矩 ，顾炎武 

竭力提倡 奉行“信古而阙疑”的治学态度，他 

说：“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 

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以后，信古而阏疑乃其 

分也。”所谓“信古”，即尊重历史；所谓“阙疑”， 

即不人云亦云，着重依据；合起来也就是被后世 

朴学家奉为根本的信条，即“实事求是，无征不 

信”。 

与此同时，为“阙疑”澄清有效，顾炎武还确 

立了相应的方法论原则，钱穆概括为两条，即 

“语必博证，证必多例～ 。“博”者以表“孤证不 

为定说”；“多例”也就是“罗列事项之同类者”， 

用来作“比较的研究”，从中“求得公则～ 这 

样一来，归纳法就被大量地采用，并且成为后世 

朴学家们的“最要法门”之一 其实，这也是形 

上化经学 向实证经学转化时的一个 自然选择 。 

前者据理玄思，虚辩的成分居多，演绎足以推 

论；后者据史说法，征实是大节，不举例，无博 

证，难以取信，归纳法必在其中矣 

可见，在引领经学走 出哲学化域地 的行程 

中，顾炎武出手确实不俗，并且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 

三、奠定了朴学的学问基础 

顾炎武奠定清代朴学的学问基础，主要从 

两个方面体现：其一，“在他做学问的种类，替后 

人开出路来”i其二，“在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 

人许多模范～ 。 

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 比较，清代朴学所涉 

及的学科门类是最多的，即以经学为中心，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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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音韵学 、文字学、天算 、地理、金石、典章制 

度 、校勘 、辑佚等等 ，而其中的大多数门类 ，均发 

端于顾炎武，可以这样说，清初学坛像亭林这般 

学识渊博、学术作业面极为广泛的太师，是独一 

无二的。故梁启超称亭林．若论著述“专精完 

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 

之太，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 

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 

其绪”0。以往，有人把毕其生专一经的乾嘉学 

者语为“半个亭林”，多半也是从逊色于学术广 

度来指认的。 

朴学发皇之前，传统学术的大头在经学，尤 

其是掺杂了统治权力营造主流意识 的成分以 

后，其他的学术门类，很难有单独发展的空间。 

因此，长时间里，传统学术重门派之异，轻门类 

之别，并以纵向的传承弱化了横向的类分。这 

种状况直到清代才有改观。顾炎武是率先身体 

力行的一员，他于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字学、 

金石考古、天象历算、舆地兵事等各个方面，做 

出了开创性 的贡献。 

顾炎武一生所著甚丰，其半生游历，也没有 

丝毫耽搁。康熙二十一年(1 682,年)，顾炎武病 

逝于陕西曲沃，堂弟顾岩从江南来，收拾遗稿， 

捎往北京 ，交徐乾学、徐 文元处理 ，据说这两位 

身居高官的外甥，对舅父的文字并不怎么重视， 

致使其中的一部分散失，现有书目可考实的为 

61种，其间存疑者 7种，文本散失者 16种，由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北京与上海的古籍出版 

社等重新整理发行的有 1 3种。即便如此，也可 

管窥亭林之学，汇百家于一身。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最早有符山 

堂原刻(八卷)本，乾隆六十年重刊，末附《日知 

录之余》二卷，同治十年 湖北祟文书局再刊《日 

知录集释本》，附刊误二卷与续刊误二卷。1985 

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日知录》三十二卷本 。 

顾炎武 自称 ：《日知录》可 为三大部分 ，即“上篇 

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文”；他的弟子潘耒在为 

《日知录》作序时，按学术门类，归为八个方面， 

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 

文；乾隆年，朝廷修《四库全书》，将其分得更细， 

列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杂论、真 

92 

妄、注书、兵书、外国、天象、术数、地理等 15个 

门类。综观分陈细化的趋势，反映了轻分科现 

象的扭转，但本质上还是《日知录》本身的内涵 

丰富，具有体例多样、体制恢弘、百家诸科无不 

爬梳的特征。有学者将此书与杜佑、郑樵、马端 

临的“三通 (《通典 》《通志》《文献通考 》)相比， 

认为在太的“学术架式”之下，无论是深度广度， 

还是学术上的“创造”，都超过了古人的成就0。 

粱启超认为，“太抵亭林所有学问心得，都在这 

书中见其梗概。每门类所论的话，都给后人开 

分科研究的途径”0。 

《音学五书》是顾炎武专攻音韵学的著作， 

由《唐正韵》《诗本韵》《易音》《音论》《古音表》五 

个部分组成。据史所载，最早有康熙六年符山 

堂刻本、皇清经解十四卷本；光绪朝虽也有多种 

刻本问世，但所录俱不全，或收《古音表》或收 

《音论》不等。1982年中华书局 出版 了完 整的 

《音学五书》三十八巷本。书中，顾炎武先从发 

现问题人手，譬如按今音诵经，凡不协和处，可 

能就存在读法上的差异。随后再逆时序地追 

溯 ，从 源头考 起，为此 ，顾 炎武差 不 多梳 整 了 

1 900多个韵脚，发 现了上 自秦汉魏晋 ，再至齐 

梁唐宋的声韵衍变规律，每个时段自成体系，且 

又相互交叉，另有异同。其时，他还在综台前人 

成果的基础上，对古声韵的归类重新编排，将原 

来的2,06个小韵脚，划并为 L0个大的韵脚，一 

举奠定了清代音韵学的学术框架。粱启超称： 

“清儒多嗜音韵学，而且研究成绩极优 良，大半 

由亭林提倡出来 清代中末期，音韵学著述 

不绝 ，有江永 的 13部、段玉裁 的 1 7部 、孔广森 

的 18部 、王念孙的 21部 ，直至 太炎 、黄侃 师 

徒的 23部，逐节把古声韵的研究推向深人，但 

论及原始摹本，“无人不把开辟的功劳归到顾炎 

武的身上 。 

《天下郡 国利病书》《肇域志》是顾炎武青年 

时代开始上心的著作，从收集资料到汇总成卷， 

前后花了 20余年的时间。L662年 1o月，顾炎 

武游历至山西太原，将林林总总的积累汇合整 

理，分成两截：一部分以偏重历史地理为主，取 

书名为《肇域志》i一部分以偏重生民利病为主， 

取书名为《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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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种，但聚集起来也未臻完全。据《胡培系 

杂著 ·清校刊顾亭林先生郡国利病书议》称： 

“《肇域志》原稿，曩在浙江许周生驾部宗颜家 

咸丰乙卯培系曾为前署两浙盐运使缪武烈公梓 

校，钞一副本。庚 申粤匪窜扰，武烈殉难，书亦 

被毁。”现今所见者．主要是上海图书馆珍藏的 

汪士铎钞本 50册 ，以及四川I省图书馆珍藏的清 

钞本 ∞ 册 ，均有残歃 ≤天下郡国利病书》虽由 

顾岩从曲沃带往北京，完整地交给二徐(徐乾 

学、徐文元)。后来辗转流落到校勘家黄丕烈手 

中，重新编排刻印。lg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四部丛书三编本”，就是黄氏的版本。其间，别 

样的刻本也不少，或有增补．或有妄改，大多不 

是原 汁原昧。 

《肇域志》顾名思义，便知是一部地理学著 

作 ，专叙地域形 势 的沿草 ．涉及浙 江、山东 、山 

西、河南、湖广、陕西、云南、贵州、广东、福建等 

省。每篇的末尾，还兼述时事、漕耗、防备倭寇 

的内容。《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内容稍许丰富一 

些，张元济在为此书作《跋》时．有过一段概括的 

表述，认为：“亭林婴亡国之痛，所言万端，而其 

所再三致意者不过数事，日兵防、日赋役、日水 

利而已”“。兵防事涉及屯田、战略、战术、战 

器、功防、驻守、给养等；赋役事涉及赋税、差役、 

田制等；水利事涉及灌溉、河运、海运等。梁启 

超称上述两部书“愿力宏伟 、规模博大。后 来治 

掌故学、地理学者，多数感受他的精神” 

在顾炎武的著作中，考史作史类的不少，除 

却前文论及的几部外，还有《明季实录 营平二 

州史事》《山东考古录》《圣安本纪》《京东考古 

录》《健康古今记事》，以及散失的《二十一史年 

表》《北平古今记》《万岁山考 ，包括只见存 目的 

《重修宋史》等等 时域跨度大，上至秦汉，下抵 

元明，覆盖南北 且类别体例丰富，有史考、史 

论、杂史、历史地理；有纪年体、记事体、列传体 

等等 虽不为独创，但 以一人之力，开百端气 

象，着实令人钦佩。 

《金石文字记》六卷．是厩炎武 的又一部重 

要著作，被后世学者归人史部金石类，粱启超认 

为：“清代金石学大昌，亦亭林为嚆矢”0，《金石 

文字记》乃奠基之作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对 

清代朴学的学术门类列举要者，说了 13个方 

砥：一 、经书的笺释 ；二、史料之搜补与鉴别；三 、 

辩伪-1}；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 

音韵；八、算学i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编 

纂；十二、类书编纂；十三、丛书校刻。除了极个 

别的门类，顾炎武均有涉及，并以其先行独立的 

创设，鹤立于清初学坛，这在当时，无人能望其 

项背 

再就是做学问的方法，为后人垂 范。顾 氏 

弟子潘末概括为“反复参考”、“援古证今”。梁 

启超一言蔽之，所谓“以抄书为著书” 。这当 

然不是无所用心地抄，而是淘金般地从沙砾中 

寻觅珍宝，故量的方面，“要求丰备”；质的方面， 

“要求确实”0，不得真相不罢休。钱穆“撮要而 

言”，整理出两条：“为种种材料分析时代先后 ， 

而辩其流变，一也”；“每下一说 ，必博求佐证 ，以 

资共信，二也” 。他们 简括地说了太节。另 

外，涉及具体的门类，还须有具体的方法，比如 

治音韵学，考一字的读法 ．列本证、旁证=条；二 

条俱无 ，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的方 

法。又如训经重视经史贯通、互证的方法；引证 

佐，明流变，躬实察，辩真伪的方法 再如考史 

“审源流”，“辩真伪”，“明正误”，“辩疑义”，“钩 

沉潜”，“阐幽微”；作史“广辑资料”，“秉笔直 

书”．“慎作论断”的方法等等 ，都对后来的朴 

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 影响卓著 光照后 人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被后人并称为“清 

初三大懦”，这不仅在于他们的学问出类拔萃， 

还在于他们对后起的朴学思潮影响卓著 

朴学思潮从顺康开山到乾嘉昌兴，不足百 

年 其间．王夫之由于僻居隔世，著述不能为中 

原儒林见识，从而极大地阻滞了他对清初学界 

的影响。黄宗羲虽然声名逼迩 ，但居处江南，不 

思北渡，这在传媒尚不发达的当时，也削弱了梨 

洲之学的传播广度。唯炎武出行 ，半生游历，足 

迹遍布太半个 中国，且 与各地的鸿儒名士频频 

交往，诸如归庄、万寿祺、潘桎章、张船、张尔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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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李颐、徐夜、傅 山、屈大均、阎若璩、杨 

璃、朱彝尊、刘孔怀、吴任臣、李因笃、申涵光等 

等，差不多囊括了南北各派的名流．使其学问普 

现天下，故影响面也较黄、王二人更宽更广 

以往评价明季遗儒的开山之功，向有“经学 

之祖”(顾炎武)和“史学之祖”(黄宗羲)的誉称 ， 

但仔细斟酌下来，各擅胜场之外，也有轻重 首 

先就学术的基本倾向而言，顾炎武与王学反 目， 

主张以经学取代理学，是坚决的革命者；黄宗羲 

则犹抱琵琶半遮脸，一方面对王学末流的垢迹 

竭力清除，另一方面又与王学有着割不断的师 

承源渊 两人同样意欲告别旧时代，顾炎武因 

其不怕割舍，而大有卸下包袱、轻装前进的决 

心，一旦摆脱干净 ，便绝尘疾去；黄宗羲 因其无 

从割舍 ，而显得缠绵悱恻 ，但凡刺得深人 ，犹觉 

心痛，故行走起来较亭林沉滞，难 及远 他的 

弟子万斯同赴京人史局，师友相送，专嘱勿“人 

室操戈”，意思是说，奠 文字伤了王学宗师王 

阳明(王乃浙东人)。全谢山在《鲒琦亭集 ·答 

问学术帖》中也有一段话说得精彩，认为“先生 

(指黄宗羲)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 

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人社会，门户之见，深人 

而不可猝去”；其二，“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 

“ 正谊明道之余技 ，犹留连于枝叶”。梁启超 

称 ：“这段话把梨洲的短处”，“说得公平”，他既 

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又“不脱明代学者的面 

目”9。这样一来 ，同样应对时势 ，在引领反理 

学潮流的行程中，亭林要比梨洲更具锐气。 

其次，就学问道路的开拓而言，顾炎武的成 

就也较黄宗羲略微 出彩 ，特别在学术创新与史 

学研究方面多有贡献。顾炎武以“经学之祖”享 

誉后世 ，最主要 的功绩是把考史 明经与训经证 

史台为一体，开创了经史贯通互证的学术路线， 
一 下子把高居庙堂的形上化经学贬低，与史比 

肩而行 ，宋 明学问的主观色彩终于消失，其后 ，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标榜“六经皆史”，延续 

顾氏治经的路线，为朴学发展标明了方向 

在音韵学方面，顾炎武 “读九经 自考文 

始，考文 自知音始”的研究顺序，确立了音韵学 

的特殊地位，并且引导后来者，多以治音韵为源 

头，由文字训诂进人考 经领域。清束名臣张之 

94 

洞在《书目问答 ·姓名略》中说 ：“由小学人经 ， 

其经学可信 ”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音韵学、文字 

学功夫扎实了，训经的本领 自然高明。张氏说 

这段话时，朴学业已式微，但炎武开创的治经方 

式，依然受到了推崇。当然，还可以看得大些 

回顾早先的切l诂学，多在字的形义上下工夫，炎 

武率先把音形的研究捏合在一起，非但丰富了 

训诂学的内容，而且促使整体的研究水平更上 

层楼 

在史学研究方面，顾炎武主张“论从史 出”， 

把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贯通于历史考据的 

全部过程。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唯史料至上的 

纯客观主义弊端，炎武又主张援古证今的理念， 

作为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他说：“史书 

之作，鉴往所以训今”0，故“引古筹今，亦吾儒 

经世之用一 虽然 ，后来 的朴学学 者 ，多重考 

据治史，不出格局，认为有一分凭证，说一分话， 

没有全盘继承顾氏的治学风格 但其“ 经证 

史”、“考史辩妄”、“作史 信”的基本原则，并没 

有走样。 往，论及“清代史学开山，学者皆知 

有黄梨洲，而不知有顾亭林．论亭林史学成就， 

学者皆知有历史考据，而不知其历史哲学 其 

实，顾炎武不仅 以经史考证开创了乾嘉 历史考 

据学派，而且其考史辩妄、 信作史中寓引古筹 

今之历史哲学，从而对清代的经世史学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 

其他的方面，顾炎武广有涉猎，但其求索形 

散神聚，均以治经为宗 在这个前提下，他把小 

学、天文、历算、舆地等诸多学科统统纳人与治 

经相关的轨道，并将崇尚客观的治经方法贯通 

其中、融合为一，进而提升了杂学的学术档次， 

使之成为主流学术中的一个分支 否则，这些 

“雕虫小技”不可能在清代得 发扬光大 

显见，顾、黄二人虽同开朴学先河，各有所 

长 ．但总体衡量下来，无论学问，还是为人，顾炎 

武尤可圈点，这也决定了他对后世的影响，盖过 

梨洲，成为启朴学思潮、开“黎明运动”的“第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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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l·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PUxUE replaced Neo--Coniudanlsm and developed into the dominant trend in 

the sphere of learning．Gu Yanwu，the leading master who pioneered the trend of thought，advocated the integration 

of schola rs personality with their scholarship—which shows that he possessed the qualities of a scholar who was ca 

pahle of leading the learned circle．Standing at the foremost front of the tide of the dmcs．politically，he opposed 

domination by foreign raceNi idcologically．he upheld the banner of combating Neo——Confucianism，daring to do 

what had never been done；he led the study of Con{ucian classics OUt ol the philosophized sphere and made great ef- 

fort to start a simple style of scholarship he laid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for PUXUE．exerting extraordinary[nflu- 

ence OD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and lighting their paths to success．Therdore—he is acknowledged by the subse- 

quent schola rs as the first leading scholar ol the Th ree Major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ho 

brought about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PUxUE in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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