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5 ‧

※書目文獻※

章太炎研究現況及書目文獻索引（一）

 

陳學然
＊

一、太炎與他的那個時代

章太炎 (1869-1936)是一位曾在政壇、學林產生重要影響力的「有學問的革命

家」（魯迅語）。太炎本名「炳麟」，後改為「絳」，別號「太炎」而以號行。這不難

讓人看見他是因為景仰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之行事為人，有此效法之志，爾後才有

改名之行
1
。

查章太炎生前曾先後擔任光復會會長、孫中山的總統府樞密顧問、護法軍政府

祕書長、中華民國聯合會會長、共和黨副理事長以及袁世凱總統府高等顧問等職；

同時間，也曾先後任《時務報》、《蘇報》撰述，創辦及主編《民報》、《大共和日報》、 

《制言》半月刊等具時代影響力的刊物。太炎透過《蘇報》、《民報》，以極其淵博湛

深的國學素養輔翼逐滿革命運動，也以革命派發言人與宣傳家的姿態向張之洞或康

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發起挑戰，在晚清知識界掀起思想革命。

直接形成太炎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地位的，除其「國學大師」身分外
2
，與他

本文係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 (RGC)撥款資助項目《章太炎與域外之學：明治日本的作用及影
響》(GRF Project No: 140511 [City U: 904169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 陳學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1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上冊，頁 2。
 
另按：顧炎武本名為「絳」，因敬仰文天祥的門生王炎午的忠貞品格，故更名「炎武」。章炳麟又

因為敬仰顧氏的忠貞品格，故更名為「絳」，再取號「太炎」。
2 章太炎以「國學大師」聞名於世，曾舉辦了多次國學演講，但最為人注目的莫過於以下四次：第
一次是 1907年創設於日本東京，歷三年，1910年停辦；第二次是 1913年至 1916年被袁世凱幽
禁北京錢糧胡同；第三次是 1922年 4月至 6月應蘇州教育會邀請設壇講國學；第四次是 1935年
在蘇州開辦的章氏國學講習會，更發展成辦校形式講學，規模為歷次之冠，也更見組織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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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革命事業中曾有七被追捕、二度入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的政治經歷甚有關

係
3
。闡明之：政治經歷成就的革命氣節為他贏得民族英雄的大名，這名氣則又使

其熱衷宣揚、賴以輔翼革命運動的國學更具吸引力與感染力。易言之，深厚國學根

柢，使其革命言論在宣揚民族大義、掀動革命情緒上更具效力。

既是革命黨人，又是太炎門生的汪東曾如此評述乃師：「尤其太炎的文辭淵雅， 

立論以經史為根據，這樣就使當時的士大夫階級在思想上發生了很大震動。」
4
又

說：「大家覺得學問這樣高深的人也講革命，再配合他在東京講學，收了不少門人， 

影響是很大的。」
5
學與行結合，再加上社會思潮轉變，共同迸發太炎國學思想的

影響力。有言謂：

作《訄書》之章氏者，即餘杭太炎先生也！先生為國學界之泰斗，凡能讀先

生書者，無不知之。今先生避地日本，以七次逋、三年禁獄之後，道心發

越，體益加豐。是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而吾人之欲治國聞者，乃得與此

百年不逢之會……先生之學如彼，其為人昭然如日月。如此，則吾所謂昌明

之當屬之何人者？則先生亦實未見其有。
6

對自己的巨大革命功績，太炎自認不諱且引以為傲。在他看來，透過研究國學、講

論國學而鼓動種族革命思潮，這種革命宣傳力量才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最大因

素。他在晚年 (1933)的一場演講裏再次申明這個早已存在的看法，認為同盟會三

大派系中，孫中山的興中會號召力只限於南洋華僑，黃興的華興會號召力只限於沿

海會黨，兩者皆對「國內文學之士則未能生影響」，只有他任會長的光復會才能在

  化。上述四次國學演講的情況與影響力，時人均多有記載，此處不多贅言。要指出的是，章太炎
的國學大師身分的確立及其吸引時人景從的原因不外乎：淵博深湛的國學素養和雅奧文章、革命

家的身分與時代批判者的角色。
3 「七被追捕、二度入獄」之說乃據章太炎的《自述學術次第》。目前研究多依循魯迅在〈關於太炎
先生二三事〉一文所說的「七被追捕、三入牢獄」。由於魯迅的「三入牢獄」之說本無充分論證

之故，而目前學術界也缺少有力的相關考述，故本文現階段仍然認為太炎本人親自述說的資料較

為可信。
4 汪東：〈同盟會和《民報》片斷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辛亥革命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頁 24。

5 同前註，頁 25。
6 國學講習會發起人：〈國學講習會序〉，章太炎主編：《民報》第 7號（東京：民報社，1906年 9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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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富饒之地如江、浙、皖號召士民。那麼，辛亥革命成功，他自己無疑應居高

功。遂強調曰：「自余主筆《民報》，革命之說益昌，入會之士益眾，聲勢遂日張。」
7

並又曾如此說：「時炳麟方出繫，東避地日本，作《民報》以相應。士大夫傾心光

復自此始。」
8
這些都讓我們感受到：太炎對自己在辛亥革命所作的貢獻，其實自

評極高，直指知識分子文化圈傾心光復的革命熱情出於其本人功勞，高調表明其宣

傳工作才是促使革命成功的關鍵。認同章太炎崇高歷史地位與巨大影響力的後世學

者，大多認同他的這番自評；一些學者甚至稱其為足與孫中山般同享國父稱譽
9
。

要言之，後世對太炎自述革命功勳之態度縱或不一，但未曾否認其人於中國近

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辛亥革命雖然已逾一百年，但章太炎其人其學的歷史意義仍未

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深廣的研究仍有待於未來。

二、太炎與現代中國知識群體

太炎在政壇、學林的角色與身分，基本上已見於上述介紹。關於他的學術影響

力，本文認為還可以再略為論述一下。圍繞在晚年太炎身邊的一群門生後學，不少

都是於五四前後冒起而影響著現代學術思想史發展的人，而他們後來大都享負盛

名。從他們的陣容看來，我們或許可以感受到太炎生前的學術地位以及一窺其門庭

之盛。以下僅舉一份見於太炎創辦刊物所登載的公開名單
10
，即能大概瞭解太炎公

開認可的入室弟子陣容：

1.吳承仕、2.汪東、3.黃侃、4.曾道、5.朱希祖、6.景耀月、7.錢玄同、8.馬

裕藻、9.周作人、10.潘承弼、11.馬根質、12.馬宗薌、13.黃雲鵬、14.沈

兼士、15.繆篆、16.黃紹蘭、17.孫至誠、18.馬宗霍、19.徐震、20.潘芝

龕、21.王廣慶、22.李崇元、23.邵祖平、24.姜寅清、25.王頌平、26.許壽

裳、27.戴增元、28.鄭偉業、29.金震、30.李希綱、31.朱學浩、32.王謇、

7 
章太炎：〈民國光復〉，馬勇編：《章太炎講演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183-
185。

8 
章太炎：〈黃晦聞先生墓誌銘〉，黃節：《詩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64年），頁 22。

9 
汪榮祖在《章太炎研究》一書裏直指他有資格與孫中山同享國父之譽。見氏著：〈章炳麟與中華

民國〉，《章太炎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頁 294-295。
10 名單見章太炎主編：《制言》第 1期（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1935年 9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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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汪柏年、34.李希泌、35.徐澄、36.錢紹武、37.孫世揚、38.王乘六、

39.葛豫夫、40.嚴慶祥、41.吳契寗、42.施福綬、43.沈延國、44.諸祖耿、

45.龍沐勳。

一九三五年太炎意欲開辦「章氏國學講習會」，繼續其「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國

學人才為宗旨」（〈章氏國學講習會簡章〉）的教育理想，上述名單所列的一群新舊

弟子便以「章氏國學講習會發起人」的名義刊登廣告，替乃師張羅籌畫，或負責行

政事宜、或負責授課事宜，足見其門庭之盛。再以影響現代學術史甚巨的新文化運

動而言，無論是其發動者、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中間折衷者，都曾蒙受太炎學說

的培植灌溉之恩
11
。正如太炎後人所言：

五四前後新舊文化創導者錢玄同、黃季剛、汪東、魯迅、周作人、馬裕藻、

沈兼士、朱逖仙、馬敘倫、許壽裳……等，都出自他的門下；辛亥後被袁世

凱幽囚北京時期，也一度再開章氏國學講習會，培養了吳承仕、金毓黻……

等大學者，當時年輕的學者顧頡剛與毛子水等，每晚去共和黨本部聽太炎講

國學……。
12

這組名單對說明太炎學說思想影響力無疑有一定說服力，一群藉新文化運動「暴得

大名」的人一度折衷於太炎學說，確使太炎學說額外引人注意。再回望初期北京大

學（1915年至 1930年期間）文、史、哲三系以及研究所國學門，皆為太炎門生掌

控，而太炎之著作在一九一五年前後一段時間也成為北大文科生的重點閱讀教材
13
。

深受太炎學說思想影響的，不只是太炎門人教導下的北大學生，還有後來取締

太炎門生掌控北大的「英美派」代表胡適。他也是其中一位深受太炎著作啟發的人，

直言不諱自己在中國學術思想界賴以站穩腳根的那部《中國哲學史》是得益自太炎

的《國故論衡》。他還讚譽此書說：

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

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做「著作」的書—如《文

11 有關研究可詳見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硏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硏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

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史學系，1999年）；桑兵：《晚淸民國的國學硏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2 章念馳：《滬上春秋—章太炎與上海》（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 96。
13 陶希聖：《北京大學預科》，參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18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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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

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
14

不只如此，胡適領軍的整理國故運動，其名稱與章太炎也不無關係。他曾指出：

「自從章太炎著了一本《國故論衡》之後，這『國故』的名詞，於是成立。」
15
相

同之見，還可見諸胡適門下弟子毛子水及顧頡剛。毛氏說：「章君雖然有許多地

方，不免有些『好古』的毛病，卻是我們一大部分的『國故學』，經過他的手裏，

才有現代科學的形式。」
16
顧氏曾經說：「整理國故的呼聲始於太炎先生，而上軌

道的進行則是發軔於適之先生的具體計畫。」他甚至因感戴章氏為反駁康有為而發

的反孔教言論而一度發願成為章氏忠實信徒
17
。胡、毛、顧之說均道出整理國故運

動或古史辨運動與太炎國學思想有一定淵源。當代新儒家唐君毅曾經這樣說：

在我開始讀中學的時候，那時講甚麼整理國故，考據歷史，說甚麼疑古，這

些都是從章太炎先生的觀念傳下來的。
18

這些都讓我們瞭解到新舊派學人均曾一度折衷於太炎學說，得知他與現代中國學術

發展史的緊密關係。職是之故，欲瞭解中國現代學術之轉型，太炎學術思想研究將

會是一個不錯的平臺。藉著這個平臺，將能對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界對西方

文明的迎拒問題有個聚焦點。

此外，太炎多元而複雜的思想，特別是對現代性—「西方文明」的迎拒或選

擇性批判
19
，對白話文的鄙夷和堅寫古文僻字的學術個性等等

20
，又使他在五四時

14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入《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123。
15 胡適：〈研究國故的方法〉，《史學探淵—中國近代史學理論文編》（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年），頁 683。
16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第 1卷第 5號（1919年 5月），頁 739。
17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收入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顧頡剛卷》（石家莊：河北教
育出版社，1996年），頁 419-515。

18 唐君毅：〈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唐君毅全集編委會主編：《唐君毅全集‧中華人
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 374。該文 1979年 2月 12日首
刊於《華僑日報‧人文雙週刊》。

19 相關論述詳見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第 41期（2003年 9月），頁 145-180。

20 陳學然：〈章太炎堅寫古文古字的原因探析〉，黃坤堯主編：《香港舊體文學論集》（香港：香港中
國語文學會，2008年），頁 328-342。陳學然：〈章太炎的白話文立場探析〉，《人文中國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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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與以胡適為代表的趨新群體產生思想隔閡，其學術中心位置隨後也被在新文化運

動興起的後輩所取代。然而，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也罷，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也

罷，都自稱受到太炎學思影響。由是，如要認識晚清以來知識分子與五四青年存在

的思想連續性或斷裂性的實質內容，我們在章氏及其周邊人物的研究中確能找到不

少值得探討的例子。此外，五四是在何種歷史語境中形成，或者是，它如何推進中

國學術的現代化？這些同樣可在章太炎的研究中找到不少可資借鏡的解說。

三、章學研究：從國內到國外

太炎之學術思想、政治活動既曾產生如上所述的時代影響力，則其人其學廣受

後來研究者注意也就不讓人感到奇怪。在眾多研究成果中，不得不先提到的就是章

太炎的年譜整理工作了。關於他的生平事蹟或人物個性，可直接參考他親撰的《太

炎先生自定年譜》。此外，湯志鈞編著的《章太炎年譜長編》(1979)，謝櫻甯的《章

太炎年譜摭遺》(1987)以及太炎晚年門生姚奠中編著的《章太炎學術年譜》(1996)

等書，對認識太炎其人其學均有大量參考價值。當中，尤以湯氏編著的資料最為翔

實可觀。

近於年譜性質的傳記也有重要參考價值，包括：許壽裳的《章炳麟》(1946)、

沈延國的《記章太炎先生》(1946)、朱仲玉的《章太炎》(1963)、張玉法的《章炳麟》

(1978)、湯志鈞的《章太炎傳》(1979)、熊月之的《章太炎》(1982)、王有為的《章

太炎傳》(1984)、陸榮樁的《章太炎》(1993)。不過，姜義華的《章炳麟評傳》是

目前為止最為翔實的章太炎研究專著。前後七七五頁的長篇巨制共分為三大篇章：

甲篇紹述革命家形象的章太炎，詳細論述了太炎從反清革命到主張聯省自治和奮起

抗日救亡的政治生命。乙篇探究被稱為思想家與學者的章太炎，闡釋其著作旨歸和

重要學術觀點。丙篇討論主題是「時代精英群體中的章炳麟」，從他與康有為、孫

中山的關係論及與一眾門生後學的師友交誼，最後的壓卷之作就是〈章炳麟與魯迅

及國學講習會諸學子〉。姜著稱得上是鉅細無遺地交代章太炎其人其學，以及他在

清末民初不同時代的生命遭際。因此，該書可以看作是國內章太炎研究的代表作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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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書的描述有個共同特點，就是承襲魯迅的觀點，並且是在演繹其論的框

架下闡揚「有學問的革命家」的章太炎形象。這類著作以貫通手法和宏觀視野，結

合傳主的學術主張及其所身處的時代背景，使傳主在歷史發展脈絡中的立體形象得

以展示出來，不但能為非專業的讀者提供歷史資訊，同時對章學研究者而言，也有

一定的史料援用價值。異於這些專著作者，以下一些曾寫過數篇研究章氏文章的學

者，他們的相關成果很值得注意；分別是侯外廬
21
、李澤厚

22
、朱維錚等人

23
。他

們的部分章太炎研究是在席捲全國的批林批孔的時代氛圍中進行的，並使章太炎因

與魯迅的師徒關係而師憑徒貴，進而成為新時代裏用以「打鬼」的鍾馗，以法家代

表人物的形象批判儒家和傳統文化的專制主義、封建主義、權威主義和復古主義。

太炎在清末猛烈抨擊「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立面的那些尊儒反法小丑」言行在

新時代「尊法反儒」運動中同樣「令人神旺」
24
。

21 侯外廬參與編寫的文章有〈章太炎早期的政治觀點和學術思想〉，見氏編：《中國思想史綱》（臺
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年）；另於 1944年以馬克思史學觀點研究章氏的長文〈章太炎的科學
成就及其對於公羊學派的批判〉，見氏著：《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章太炎基於「分析名相」的經史一元論〉，見氏著：《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下）》（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年）；〈章太炎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及其哲學觀點〉，見氏編：《中國
近代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22 李澤厚的研究文章有〈章太炎剖析〉（《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李氏
注意到章太炎思想的獨特性與現代性，觀察到章氏反資本主義的思想特質，並批評章氏「反對

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文化，則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有關論述有其失諸片面之處，使章氏帶有鮮

明的頑固、保守色彩，而強調太炎排拒資產主義的觀念也許更能反映作者本身的時代意識。（原

文發表於 1978年第 3期的《歷史研究》）
23 朱維錚分別寫有〈《訄書》發微〉、〈《國故論衡》校本引言〉、〈章太炎與王陽明〉（三文均見於《求
索真文明》）、〈章太炎怎樣看「平等」〉、〈章太炎不喜歡王陽明〉（二文見於《壼裏春秋》）、〈《民報》

主編章太炎〉（見於《音調未定的傳統》）、〈關於早年章太炎—章太炎著作按語一束〉、〈關於晚

年章太炎〉（見於《走出中世紀》）。
24 在 1970年代的批林批孔、尊儒反法運動中，諸如〈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階級大戰—讀章太炎

《商鞅》〉、〈革命的號角、反儒的檄文—讀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的文章紛紛出籠，

太炎為新時代的尊法反儒先鋒，成為馬、列、毛思想在中國發展的開路者，他的思想也能夠成

為新時代政治思想發展的取資—「章太炎這篇文章，猛烈地抨擊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思潮，打擊了尊儒反法逆流，……今天，我們必須抓緊抓好上層建築領域裏的革命，堅持無產

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以上文獻均見自駐雲南空軍戰勤一連理論組、雲南民族學

院語文系編譯：《章太炎著作選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有關引文轉錄自頁
77-78，正文所援引的則見於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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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三氏之章學研究，大體上不離於這樣一個以階級鬥爭為指導思想的時代

背景，與當時的學界、社會乃至國家政治發展的需要等等有直接的關係。章太炎其

人其學正是在這一思潮下受到學界內外注意
25
。事實上，朱維錚所參與的《章太炎

全集》點讀、編輯等出版工作，也可以看作是承接有關餘緒而有。

再具體一點來說，三氏中位屬前輩的侯氏，較早深入分析太炎的釋、道哲學思

想、科學唯物主義思想，清晰表明其馬克思史學家觀點，在高度肯定太炎學術的總

體貢獻的同時，也不忘指陳其小資產階級思想之先進性、落後性、軟弱性和動搖

性。朱維錚的相關研究頗能以幽默、活潑的文字體現章太炎的生命情調，體現研究

者本身的思想個性，使章太炎的學術更為異彩紛呈。相對於侯、李而言，朱的研究

無疑較為鬆散，且未如他的同事姜義華般全面彰示太炎的思想體系。但朱的短小精

悍文章，往往機鋒盡露，為讀者提供精闢的章太炎閱讀視角，並單刀直入地揭示學

界的章太炎研究得失問題。就後者而言，有關觀察對我們審視太炎研究史時猶有禆

益。譬如說，太炎自視甚高的《國故論衡》—「較陳蘭甫《東塾讀書記》過之十

倍，必有知者，不煩自詡也」，但這麼一部鉅著一直以來卻甚少得到學界深入研究

的現象，引起朱維錚的注意。他不諱言指出：「然而八十五年過去了，這部著作卻

很少得到認真的研究，有的所謂研究著作就此書大發議論又恰好反證作者根本讀不

懂原著。」
26
這一批判可謂擲地有聲。

不過，解析上述現象形成的原因，除了歸咎章氏本人述學文辭過於艱深外，當

然只能更自責作為後學的我們在學養上的不足。不過，朱氏之觀察是否準確，亦有

可議之處。質言之，過去大半個世紀似乎並沒有學者敢於對《國故論衡》「大發議

論」；朱氏雖注意到《國故論衡》未獲認真研究的現象，但可惜他本人終其一生也

沒有身體力行地進行研究。不過，我們在此不得不提的倒是龐俊、郭誠永的工作，

他們詳細疏證了《國故論衡》，對後學瞭解這部鉅著無疑居功厥偉
27
。

25 譬如說，這段時期湧現了不少章太炎研究或宣傳、普及意味濃厚的太炎文選譯注。就後者而言，
便有 1976年駐雲南空軍戰勤一連理論組、雲南民族學院語文系編譯的《章太炎著作選注》。另
外，北京永定機械廠工人理論組、北京市政二公司理論組、北京鐵路局裝卸機械廠工人理論

組、北京長途電信局注釋小組聯同北京高校理論組組成的《法家著作選讀》編輯組也在 1976年
出版了《章太炎著作選注》，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26 朱維錚：〈《國故論衡》校本引言〉，《求索真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 292。
27 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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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朱維錚的章學研究評議，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學界一直存在重早年

太炎，而輕其晚年之研究的情況。他坦言，很多指斥晚年太炎在政治、學術上的思

想退化的言論是不符合實際的，其中也論及時人不加區分地把魯迅個人對於章太炎

的某些判斷「當作終審裁決」的謬誤，彰顯出活躍於政、學二界，及時刻關懷國是

的晚年章太炎。三氏中，在後來公開宣稱「告別革命」的李澤厚，對章氏學術表現

較多的批判性，但總體上還是推崇多於批判、肯定多於否定。要之，三氏或長或短

的論文，有其針對性和創闢價值，呈現鮮明的時代特色。

上文主要介紹了國內學者的章學研究，但在海外，章太炎其人其學同樣吸引不

少學者傾注大量心血研究。在眾多研究課題中，過去學者最感興趣的莫過於章太炎

排滿革命事業及其民族主義思想關係。撇除國內學者的大量研究不談外，國外學者

也有不少相關研究；其中，日本學者小野川秀美早於一九五四年發表的〈章炳麟の

民族思想〉，可以說是第一篇最具分量的研究成果
28
。及後，芬蘭的高歌 (Kauko 

Laitinen)由博士論文改編成書出版的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 (1990)是另一部專門研究。與高歌同

樣觸及太炎作為排滿革命宣傳家題旨的中文專書著作裏，可參考周佳榮由碩士論文

改編出版的《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1979)，是書雖非太炎研究專著，但涉及內容

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研究章太炎學術思想與現代中國學術轉型關係的著述，是章氏研究乃至民初學

術研究領域的另外一個重要課題。在相關研究文獻中，陳平原的《中國現代學術之

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1998)無疑是其中一部具創闢意義的著作。作者

注意到以胡適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章太炎學術的連續性問題，並試圖彰顯太

炎這位國學大師的學術現代性與思想實踐特色，為太炎學說在民初學界具備怎樣的

影響力提出不少洞見。不過，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我們在未來繼續深入探究的地方，

特別是在肯定章氏與民初趨新學者的連續性的同時，進一步研究太炎與以胡適為中

心的「五四」—或者是與以五四中心主義建立起來的現代學術史所存在的「斷裂

性」問題。

除陳平原外，還有三位學者的專著雖然不是開宗明義談「現代學術之建立」，但

28 小野川秀美：〈章炳麟の民族思想（上）〉，《東洋史研究》第 13卷第 1-2號（1954年 4月），頁
59-76。續見於《東洋史研究》第 13卷第 3號（1954年 8月），頁 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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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界在未來繼續相關研究時仍有一定參考價值，分別是王汎森的《章太炎的思想

(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1985)、汪榮祖的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1989)以及王玉華的《多元視野與

傳統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闡釋》(2004)三書。三氏之著作深入闡述了太炎對以

儒家為代表的傳統學術文化的複雜情感，也讓我們瞭解到太炎受西學影響的大概情

況。同時，他們對太炎在受到國際政治氣候影響下，迎拒現代性的問題也有深入的

分析。

太炎在日本期間曾遍讀日本群籍，並接觸大量日譯西學書籍，在著作中引述不

少當世著名西方學者，如：康德 (Immanuel Kant)、黑格爾 (G. W. F. Hegel)、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赫胥黎 (T. H. Huxley)、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之學說。

他之不幸滯日，反讓他有機會接觸到過去沒可能接觸到的各種西方學問，包括人種

學、進化論、社會學、資本論，乃至民主政治等在當時被看作顯學的西方學說。同

時，他也接觸到日本融合了東西方學術特色的「明治學術」。此外，他在當時還曾

翻譯時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的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出版），雖然他初期接受過進化論學說，但之後卻轉趨批判。關於這方面，湯志鈞

(1979)、王汎森 (1985)、汪榮祖（1989及 1991年出版的《章太炎研究》）等雖說已

是有觸及，但深細的闡揚和多角度比較，在未來還是有需要的。目前學界在這方面

發掘得還不夠，其原因實源於：章氏之西學主要是經由日本吸收，而且他也同時吸

收了明治時期重構的新學；這一點正是目前學界有待進一步完善之處。在這些因素

下，日本漢學界的章學研究就很值得我們注意。

章太炎著述文本艱澀難懂，已是不爭的事實，故主要研究群體一直以中國大陸

和臺灣為中心；相對來說，海外章學研究就數日本最有成績和具備特色，英語圈的

章太炎研究，品質則比較有限。早期小島佑馬的〈章炳麟の「非黃」を讀む〉（《支

那學》，1920年）、島田虔次的〈章炳麟について—中國伝統学術と革命（上、

下）〉（《思想》，1958年）、小野川秀美的〈章炳麟の民族思想〉（《東洋史研究》，

1954、1955年），中山久四郎的〈章炳麟與日本人〉（《斯文》，1958年）等，都是

很有分量的研究論文，呈現了太炎顛覆中國學術傳統以及政治制度的激烈思想；後

者也是較早提及太炎與日本學界交往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基本資料和線索。

就章學的研究專著而言，日本整體的研究還是很獨特和可觀的，在這裏需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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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一些介紹
29
。譬如，高田淳的《いまの中國の章炳麟論》(1978)、《辛亥革命と

章炳麟の齊物哲學》(1984)都是深入研究章太炎《齊物論釋》的重要成果，該書揭

示了章太炎的道家論、佛教論、政治思想如何融為一體，體現了他的思想與辛亥革

命之間的互動。近年小林武的《章炳麟と明治思潮—もう一つの近代》(2006)則

揭示了章太炎思想與日本宗教學家姉崎正治的關係，也一定程度討論了章太炎與明

治日本語境中的康德、柏格森 (Henri Bergson)哲學的關係。該著述是第一本直接涉

及章太炎與明治日本關係的論著。坂元弘子的《連鎖する中國近代の「知」章炳麟》

(2009)則是一本系統談論近代中國佛教與中國現代性的著述，大約四分之一的篇幅

涉及章太炎。坂元這方面的成果也是在延續西順藏、近藤邦康、高田淳以來的研究

基礎上的新成果。

此外，在日本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留校任職六年的林少陽，在二○○九

年出版的《「修辞」という思想—章炳麟と漢字圈の言語論的批評理論》（東京白

澤社），則圍繞傳統漢字圈思想概念的「修辭」解釋史出發，以章太炎的「修辭」

解釋為主線，探討了章太炎的語言思想與其政治思想之間的互動，並透過章太炎勾

畫了百年中國的語言思想變遷以及與外部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補足了相關研究領

域不少空白之處。該書也探討了章太炎與明治日本的關係，尤其在小林武研究的基

礎上，在具體概念上揭示了太炎雖然借鑒姉崎正治，卻重構了這些概念。此外，該

書除了探討章太炎思想與西方反形而上學的哲學傳統之間的相似性，也透過太炎的

語言文字學思想而深刻闡釋太炎反權威主義、反西方文化霸權的多元思想。作者強

調，太炎反言文一致運動、反排他性的白話文，並不只是基於民族主義思想，更重

要的是出於學術求真、求是的需要，而保護語言傳達媒介 (medium)的完整性就是

其中一例。該書屬於作者中國研究方面的著述，與其多年日本學術史研究有相互呼

應之功，展現漢字文化圈於過去、現在乃至將來的發展走向。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香港城市大學舉辦了兩天的章太炎學

術研討會—第一屆「東亞學術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章太炎與晚清中國學術。

會上共發表十六篇學術論文，是次研討會與過去在中國大陸、臺灣舉辦的章太炎學

術研討會不同之處，主要在於以往比較少涉足的課題受到了關注。譬如有數位學者

就針對章太炎的佛教、道家哲學做出深入分析。他們分別有坂元弘子的〈試論章太

29 本文關於日本的章太炎研究情況，得力於林少陽教授提供的資料及相關解說，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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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的道家、佛教思想及其對身體、性醫學的看法〉、張志強的〈「齊物」與「涅

槃」—以章太炎齊物哲學的形成為中心試論其與歐陽竟無思想趨向的不同〉、江

湄的〈章太炎「齊物」世界中的學術、道德、風俗與政治〉、陳繼東的〈章太炎與

日本明治佛教界—以讀《靈魂論》為線索〉、屈大成的〈章太炎與大乘佛說〉、石

井剛的〈敢問「天籟」：關於章太炎和劉師培哲學的比較研究〉以及慕維仁 (Viren 

Murthy) 的 “Zhang Taiyan’s Yogacarin Vision of Eq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Meiji 

Buddhist Philosophy”等等 30
，都特別針對太炎的佛學思想及其現代關懷做出深入而

細緻的探討，既展示太炎豐富、多元而深邃的學術涵養與思想個性，同時也補足了

學界目前研究之不足。

要言之，中國大陸固然已有很多很有成績的章學研究成果，但是，域外如日本

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很深入和很有洞見的成果是我們不能忽略的。綜合目前所

見的研究成果觀之，縱然成績不俗，但我們發現章學在未來還有不少地方值得繼續

發掘。

四、章學研究新域

基本上，如用「汗牛充棟」一詞形容太炎其人其學研究狀況，應該不會有人反

對。不過，總結目前研究成果後，我們便不難發現大部分的章太炎研究都較集中於

辛亥革命前後共約二十年的一段時期（1900-1919年）。事實上，這二十多年的確

是太炎生命最為精彩、學術創獲最多的黃金時期，更是中國歷史天翻地覆的一段特

別時期。這樣選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本文要補充的是，除了這段時期值得

注意外，太炎還有一些學術關注點也是我們需要正視的。

30 慕唯仁的新著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於 2011年
在荷蘭萊登 Brill 出版社出版，以西方哲學，特別是馬克思思想框架分析章太炎的佛學思想、宗
教思想與政治批判的時代意義，展示了太炎對抗環球資本化主義思想的現代意義，並又力陳章

太炎、魯迅乃至汪暉的師承關係。目前為該書撰寫的書評有韓子奇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珍

尼斯奧分校歷史系）、林少陽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及汪榮祖教授（臺灣

中央大學講座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在汪先生的書評裏，指出了慕氏大量誤讀及曲解章太

炎思想的證據，其言曰：「最嚴重的誤讀，也許是將太炎的學術思想以偏蓋全。」汪先生書評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7期（2012年 9月），頁 14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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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發展的起點，其影響力於現代中國史

上可謂無遠弗屆。五四爆發後，章太炎相對於辛亥革命以前，無疑已走離學界中心

位置。但是，在他批判五四學風所產生的影響力時，無疑又是站在較為抽離的位置

之上。在這種情況下，他要不是給人一種「死老虎」（胡適語）的攔路者印象
31
，

便是給人從革命家形象退居而成「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

牆，和時代隔絕了」的印象
32
。對於前者，我們或許正可以看到太炎在長江後浪推

前浪之際如何勤於針砭時代、如何延續自己匡時救世的精神；然而，對於後者，我

們從太炎那種老驥伏櫪而志在千里的晚年行誼中似乎又是難以感受到的。據馬勇編

輯的《章太炎講演集》(2004)所示，我們知道太炎在一九二○至三○年代的二十年

間數次往返南北演講，其中對於時代學風的評論比比皆是，清晰見出其人一脈相承

的經世思想。

關於章太炎在一九一九年前後的研究，近年雖是屢見不鮮，但仍有一些課題值

得我們在未來多加注意的。舉例說，近年學界均注意到章太炎及其門下弟子與近代

中國學術文化轉型及發展的關係，有關研究遍見於中國學術史研究，甚或以現代學

術機構課程發展為中心的研究著作。就前者而言，桑兵的《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

（如第一章〈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可為一例，在接續前人見解下闡揚「太

炎學派」如何「奪取京師學術陣地」、「代桐城派古文家而興」
33
；於後者而言，陳

以愛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1922-1927)》做出了宏觀而精要的論述，該書第一章〈北大文科「整理國故」運動

的形成〉把太炎在民初學壇的影響力、學術地位等做出深刻和具說服力的論述，清

晰勾勒太炎與現代學術機構的學制形成、教研風氣轉變的深層關係。

別於上述諸家而以專著形式出版的，當以盧毅的《章門弟子與近代文化》為代

31 錢穆：〈學術傳統與時代潮流〉，《錢賓四先生全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94年），卷 23，頁 49。此文原刊於 1983年 1月 12日《中央日報》。

32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且介亭雜文末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卷 6，頁 442-444。
33 1919年 3月 18日的《公言報》刊載〈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載有「從前大學講壇，
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領者，迄入民國，章太炎學派代之以興」數言，桑兵緣此線索論述太炎學

派／門生在五四前後北大之作為與學術影響情況。見氏著：《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 34-40。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書目文獻

‧ 208 ‧

表，該書較全面和深入地論述章氏及其門人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關係，對章

氏師門的交誼著力尤多，如章氏門人中較具代表性的錢玄同、魯迅等都是該書的關

注重點。這與以章太炎為研究對象的專書一樣，均透過突顯章氏與其眾著名弟子的

師友之誼而論述當中的學術傳承關係。在眾弟子當中，魯迅與乃師太炎的關係受到

最多的闡述，但同時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最多。姜義華的《章炳麟評傳》，湯志鈞的

《章太炎傳》均建構出太炎與魯迅在近代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有著繼往開來、承先啟

後的身分角色。絕大多數的章太炎傳記或專書研究均直接套用魯迅對章氏蓋棺定論

的文字，繼而申論章氏的學思活動，延續著魯迅的太炎觀感
34
。章學研究者大多都

承認，魯迅對乃師的蓋棺定論是恰當的，甚至認為章氏能有如斯偉大且對其尊重有

加、推心置腹的學生，實是一種光榮與安慰，故云：「章炳麟地下有知……也該含

笑於九泉了吧！」
35

不過，這些研究都存在一個不小的盲點，就是只看到太炎門生與乃師在思想上

之「同」而忽略其中之「異」，重視二氏學術的連續性而忽視其斷裂性。筆者的〈章

太炎與魯迅的師徒交誼：兼論二氏的學思關係〉是一篇專論二氏學術思想差異和存

在斷裂性的長文，對目前以五四運動為中心、角度甚或是方法去審視太炎學術歷史

意義造成的化異為同論述，相信會有一些釐清作用。當然，這仍屬於初步的探討。

如果要有深入和持平的論述，看來莫過於能夠指出二者思想世界的異中之同和同中

之異，如此方能突顯章氏與五四新文化群體的思想交叉點和歧異點，在彰顯他們的

思想複雜性的同時，也深入剖析他們的思想特質。不過，有關論述仍有待於來者。

另外一個值得繼續深入探究的課題，就是太炎與古史辨運動之間的關係如何的

問題。本文認為有關太炎怎樣評價古史辨的問題，是我們未來亟待深入探究的一個

領域。

從太炎的不少公開演講裏，我們其實可以看見，好像他這樣一位曾經有六年浪

跡日本，並對明治日本學術掌握甚深的人，在一九二○至三○年代十數年間竟連番

嚴厲批判胡適、顧頡剛等人掀起的疑古辨偽思潮，視之為「數典忘祖」的「亡國魔

34 以湯志鈞為例，其《章太炎傳》對晚年太炎的評議便是在魯迅的思想框架下開展的。所要說明
太炎者，不過是他的種種落伍言行都如魯迅所說的「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一語而已。

湯志鈞：《章太炎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 319-392。
35 姜義華：《章炳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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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36
。這裏必須正視的是，太炎早在一九二四年，即把疑古辨偽思潮直斥為無知

地拾日人疑古思想之餘唾，認為是與日本人白鳥庫吉的「堯舜抹殺論」同途合轍，

直視此為國人以自毀長城方式亡國滅種。然而，關於太炎這方面的晚年史學思想內

容，至今仍未受到充分的重視和探討，過去學界一直忽略了他批判古史辨的各種激

烈言論。

饒有興味的是，何以一九二○至三○年代的二十多年間，太炎斥責古史辨的言

論未引起胡適、顧頡剛乃至太炎弟子錢玄同的絲毫反駁？不但如此，前述太炎弟子

群也沒有任何一個人站出來回應師說，而目前的古史辨研究領域，也極少正視太炎

的批判言論。這一切都是很有趣的現象。

不過，學界目前都趨向肯定顧頡剛、胡適的學術專業以及他們對學術的忠誠。

甚至有論者認為顧氏不懂日本字或少與日本學者交流，從而否定古史辨運動可能存

在的日本因素。言下之意，無異於反映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中日學術文化交流並不

如目前理解的頻繁。但是，日本明治以來的各種學說思潮對中國知識群體造成的巨

大衝擊、中日文化在清末民初一段很長時期極為頻繁的交往等等，似乎早是眾所周

知而無庸置疑之事實。那麼，古史辨是否真如太炎所說的「拾日人之餘唾」而生的

一場自毀長城運動？這場運動在興起的過程中到底反映了怎樣的一種文化心態？這

些都可以在章太炎的評議文章中找到一些解說或者是具啟發性的論述。筆者曾在

〈章太炎對疑古思潮的批判及其晚年史學思想旨歸〉一文論及章太炎的疑古思潮評

議，並在文末提出這樣的一段反思：

章氏之古史辨評議有其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歷史危機意識，致使其論難免過於

主觀和偏激。不過，他的連番批判言論，倒讓我們進一步思考以下一些問

題：古史辨運動的思想來源及其興起情況是否存在著另外一些影響因素？中

日兩國學者在上世紀 20年代的實際學術文化交流情況是怎樣的？進一步觀

之，如果兩國學者在抹殺中國上古史這場運動上彼此並不存在關係的話，則

近代中國在文化思想上深受日本影響的論述可能會有重新商榷的需要。關於

這些疑問，當然不是本文現階段所能解決的，而它們的出現或者會引起我們

36 分別見於太炎之演講稿：〈勸治史學並論史學利弊〉、〈歷史之重要〉、〈關於史學的演講〉，見馬
勇編：《章太炎講演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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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關於「古史辨」的思想資源問題的疑問。
37

我們在這裏可以存疑的是：何以舉世唯太炎獨醒而眾人皆醉？如果太炎的批判是正

確的話，所反映的後果確是我們所不樂意見及的—顧頡剛等人在接觸到東洋學

後，於不理會從福澤諭吉到學界的白鳥庫吉、內藤湖南、服部宇之吉等人的東洋學

研究有其深層政治目的的情況下，只管套用相關治學方法以成就個人學術功業。

准此，太炎針對古史辨運動的各種批判言論就極具洞察力和前瞻性，也很值得

我們鄭重對待；而古史辨運動當事者的史學心態、文化態度，以及對東洋學內容的

瞭解等等都是我們亟需正視的。

承上，本文認為，無論是章太炎與明治時期日本學術界的關係，或者是章氏思

想的日本因緣與近代中國知識社群的興起等，都是未來有待開展的史學新域。眾所

周知，太炎學術與明治日本有極大關係；而太炎學術與現代中國學術轉型同樣關係

極大。譬如說，一群受章氏學術影響的後學，離日回國後，迅即在中國高等學府任

教，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是在北京大學裏取代了不少傳統派知識分子。這一結果直

接促進了現代中國學術風氣之轉型，從而使新文化運動能夠廣泛地浸然興起。由是

以觀，現代中國學術及文化發展的其中一個源流，與章太炎赴日以來受彼邦學術思

潮影響亦有一定關係。

事實上，太炎本人的學術如何受到日本明治時期的學術或西學知識影響，也是

我們未來需要特別注意的。章太炎曾三度赴日，期間開始結識日本政學界中人，譬

如與宣揚國粹論的日本政教知識分子集團過從甚密，與館森鴻把臂同遊日本名勝。

在他的著作中不難看見他對日本學說的借用痕跡。譬如說，他援用了日本原用以伸

張天皇而排拒幕府的「國學」概念，以為自己排滿的思想武器，他的重要學術思想

和政治思想就在這段時間形成，致使其述學論政帶有不少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他那具有深重學術價值的政論巨著《訄書》，無論是在體例編排，

還是內容闡述上，都有模仿日本國學家而行的特色。

太炎在日本期間也曾遍讀日本群籍，期中曾接觸大量日譯西文書籍，並在著作

中引述了不少當世著名西方學者之說，譬如康德、叔本華及柏格森等等。可知他不

幸滯日期間反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在中國沒可能接觸到的大量西方新學。這裏包括西

37 陳學然：〈章太炎對疑古思潮的批判及其晚年史學思想旨歸〉，《世變中的史學》（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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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種學、進化論、社會學、資本論乃至民主政治等在當時被看作顯學的學問。他

自已在當時便曾翻譯日人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一書，折衷於斯賓塞與葛通哥斯

(Gidding)的進化論學說。這些自然可以看作是太炎接受西方新學，並在思想世界

表現出對現代性的追求。然而，他對現代性其實又持批判態度，有迎有拒。不只如

此，他對作為中國知識群接觸西方學術的橋樑的日本學術，也是持以批判地接受的

態度，或者說是在接受之餘充滿大量極為嚴厲的批判，表現出對日本學術文化複雜

的迎拒情感。關於這一點，我們僅從《國故論衡》的〈原學〉
38
，便可以感受到他

對日本學術文化的鄙夷態度與嚴厲批判趨向。但是，正如上述大量日文研究的章學

著述中，我們可以看見太炎學術中難捨難離的日本因素。

雖然日本學者的章學研究近年絡繹不絕，並能力求做到深入而具體。但仍留下

大量的空間需要我們在他們的成果上繼續探討。譬如說，學術上章太炎與明治著名

學者岸本能武太、姉崎正治、有賀長雄、白河次郎、國府種德、武島又次郎等的複

雜關係，亟待解決。這一工作，也是究察其與西學關係密切的基礎所在。我們認

為，從章氏身上可瞭解到中國現代學術的產生經過，並觀察到西學或域外之學在這

過程中產生的作用。譬如，章氏在日本曾受叔本華及斯賓塞影響，而他更曾親自翻

譯《斯賓塞爾文集》（與曾廣詮合譯）。如果我們能以二、三西哲學說為觀察對象，

並比較以章氏為中心的中國知識群體接受新學的取態，也有助於認識現代中國學術

產生過程中「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之來源與實質內容；而這些討論還可突顯

西學或歐洲文明在中、日雙方知識群體的影響與流傳的差異。此外，政治上章太炎

與明治亞洲主義、無政府主義運動、日本的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等，這

些在過去未曾注意者，正是我們未來亟需開發的領域。

在我們目前所見的大量研究文獻中，太炎學術思想的日本因緣可謂仍是付諸闕

如的，而關於太炎如何透過明治西學發展其學術觀點，並進而引起中國現代學術轉

型的系統探討，也是目前所缺乏的。在未來的研究中，有五點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一）觀察日本近代知識社群及其思想發展，並在此基礎上研究它們給予章太

炎思想以哪種思想影響或治學方法上的啟發。

（二）清末民初的知識群體不乏闡釋及評論日本學術思想的文字，並藉此闡發

自己的學術思想以及救治時代問題。日本因緣是如何促進中國現代學術轉型的？它

38 章太炎：〈原學〉，《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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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知識群體中的具體傳播情況—或者是說「如何地」或「怎樣地」被接受？

以章太炎為中心的研究，將可以在這方面為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認識。

（三）章氏與明治時期日本知識社群的交往尚須細緻研究，譬如，是按年分整

理他在日本期間與哪些類型的學者緊密交往、彼此交往的形式，以及實質關注的內

容為何。

（四）除了章氏外，日本近代思潮也廣泛影響近代中國知識社群。與章太炎在

政治觀念、思想信仰方面均有差異的黃遵憲、梁啟超等均深受日本影響。他們所受

自日本的不同思想的影響很值得與章氏所接受或排拒的再做深入比較，由此以見章

氏學思特色。同時，在太炎批判日本東洋學的言論裏，我們也可以深入研究傳統中

國知識資源在域外被接受和被運用的情況。

（五）如果我們認同從章氏身上可以瞭解到中國現代學術的產生經過及其特質，

那麼，章氏在日本受到西哲，如叔本華之影響，由是開始他對西學既有接受與運

用，又有取捨與迎拒的種種態度；以同一、二個西哲學說為觀察對象，我們可以比

較以章氏為中心的中國知識群體與日本知識群體的詮釋異同問題，藉以突顯西學或

歐洲文明在中、日雙方知識群體的影響與流傳差異的情況。

上述這些問題，是目前章學研究較少關注者，但它們對章氏學說的形成乃至中

國現代學術的形成或思想發展脈絡的釐清均有一定貢獻。職是之故，細察章氏乃至

於與他有師友淵源的留日知識精英如何接受域外學術文化，如何選取或者是怎樣加

以批判的情況，在未來仍有值得深入探研的需要。上述尚未深入開展的研究，相信

有助我們深入瞭解：第一，東西文化在漢字圈的融匯過程中日本所扮演的角色；第

二，中國學術現代化進程中的域外影響因素；第三，近世東洋學反映的中國傳統學

術思想資源。要之，當我們擴闊研究視域後，將可發現章太炎學術研究的世界仍然

是異彩紛呈的，還有很多可供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有待開發，使現當代學術史的研究

更為全面和豐富。

當然，研究章太炎，按照現代愈來愈細緻的學術分工來說，我們還可以透過不

同的學術領域、不同的視角看到太炎學說思想的多元性和多樣性。除了上述的從海

外章太炎研究視域外，還可以將之分作朱子學及陽明學論爭領域中的章太炎研究、

民初戴震研究與西化派興起視域下的章太炎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間批林批孔氛圍與

魯迅神話語境下的章太炎研究、跳出國共兩黨意識型態下的章太炎研究、重估國學

與反國家行為的民族主義者視角下的章太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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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概況簡述

上述簡單介紹了章太炎的學術思想以及他在現代史上的身分、角色與貢獻問

題，也簡略闡述了過去學界的相關研究情況。在可見的未來，關於章太炎的年譜、

傳記、學術專著、學術期刊論文、學術會議論文等等的出版至今仍然是絡繹不絕。

這現象尤以近年中國大陸學術界較為顯著。

回顧章太炎的學術研究史，其實並不算長。自上世紀四○至七○年代末，中國

大陸一直時局不靖。具系統性且較為深入、實事求是的章學研究工作，要直至八○

年代中期才算正式開始。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國大陸學術界舉行了史上首次章太炎

學術會議，名為「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暨學術討論會」。於會議閉幕後，

大會刊行了會議〈綜述〉
39
，把與會者的五十一篇論文歸納為四個主題：（一）關於

章氏的政治地位與思想屬性的評價，（二）關於章氏文化觀的討論，（三）關於章氏

語言文字學的討論，（四）關於章氏其他側面的討論。該〈綜述〉最後特別肯定了

太炎在中國近代文化及學術史上的貢獻大於他在政治史上的貢獻。一九九八年十一

月，臺灣學術界也舉辦了「章太炎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並刊行相關論文集。

二○○一年九月，中國學術界舉辦了「章太炎、黃侃先生紀念會暨國際學術研討

會」，出席之中、外學者共有百餘人，為歷次研討會之冠
40
。至於章太炎的傳記、

學術思想的研究專著及學術論文等等則數目甚眾。

本文現階段在有限的條件下，初步把研究文獻資料分為以下五大類（篇目見文

後）：第一、學術專著，第二、學術期刊論文，第三、著述或論文集的獨立篇章，

第四、學術會議論文集或紀念文集，第五、博、碩士論文。綜合目前的研究成果來

看，我們可以將研究成果的內容再粗分為以下三大方向：

 （一）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的學說思想及其與社會的關係，當中尤把關注點集

中在他的政論。

（二）早年與晚年學說思想的差異性比較，如對儒學、經學的前後不同態度。

（三）章太炎與歷史人物的交往及種種人事瓜葛問題。

39 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 505。
40 尹福：〈繼承優秀文化傳統　開創現代學術新風—「章太炎黃侃先生紀念會暨國際學術研究

會」綜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1年 第 6期，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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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章太炎的佛學思想、語言文字學或經學研究及其對「現代性」的多元態度等

課題，目前雖散見於一些期刊，但具系統而深細的專書著述看來還是有待將來。

總括來說，章太炎的學術思想以及他與當時代社會思潮的種種關係，確是一門

內容豐富和異常複雜的研究課題。這些形成了太炎研究的內容之豐富性和多樣性。

目前，學術界對太炎學術思想逐漸有了這種普遍看法：認為太炎扮演了總結傳統經

學以及促成新學術思潮發展的繼往開來角色，從他一人身上便已能讓人看到傳統與

現代性之間、學術與政治之間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基本上，如以他為研究中心的

話，我們可以對現代中國學術轉型的思想脈絡有一定的把握。

學界近三十年每年均有大量太炎研究的著述刊行，顯示其人其學仍具很大的吸

引力，可謂是仍處於方興未艾之階段。本文謹將目前（至 2013年年中為止）所整

理的章太炎研究文獻書目按出版年分之先後次序列示如下；當然，所見者可能只是

一孔之見，所整理的文獻也不過是占相關研究領域的冰山一角而已，但相信對學界

未來再做深細研究仍會有所裨益的。

六、目前所見書目

（一）學術專著

1. 汪太沖：《章太炎外紀》，北京：文史出版社，1918年。

2. 佚　名：《追悼章太炎先生特刊》，杭州：浙江圖書館排印本，1936年。

3. 許壽裳：《章炳麟》，南京：勝利出版公司，1946年。

4. 沈延國：《記章太炎先生》，上海：永祥印書館，1946年。

5. 朱仲玉：《章太炎》，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6. 高田　淳：《章炳麟‧章士釗‧魯迅—辛亥の死と生と》，東京：龍溪書舍，

1974年。

7. 張玉法：《章炳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8. 陳　驥：《章太炎》，臺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

9. 高田　淳：《いまの中國の章炳麟論》，東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1978年。

10.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 (1869-1918)》，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筆者

按：1979年出版的還有周佳榮的《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香港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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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是書雖不是研究太炎的專著，但當中內容對研究章太炎

也是有幫助的，具參考價值。

11. 唐振常：《章太炎與吳虞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 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3. 吳承仕藏：《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

14. 熊月之：《章太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5. 王有為：《章太炎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 高田　淳：《辛亥革命と章炳麟の齊物哲學》，東京：研文出版，1984年。（〈章

炳麟の戴震論〉同氏著書所收）

17. 李潤蒼：《論章太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18.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 (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

化出版公司，1985年。

19. 任　真：《章太炎的豐采》，臺北：精美出版社，1985年。

20. 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硏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1. 唐文權、羅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

22. 《餘杭文史資料‧太炎先生專輯》，杭州：餘杭縣政協出版社，1986年。

23. 何成軒：《章炳麟的哲學思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24. 謝櫻寧：《章太炎年譜摭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25. 汪榮祖：《康章合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同時見於汪榮

祖：《康章合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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