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現代學術建立與發展的時期。胡適是現代學術的奠基人

之一，其治學思想與方法對民國時期的學術界具有廣泛而重要的影響。錢穆護持中

國傳統的讀書、治學模式，對胡適等新派學者的治學思想與方法展開激烈批評。本

著以錢穆對胡適的學術批評作為研究對象，以展現民國學術的複雜面相，討論中國

現代學術轉型的諸多問題。

著作主要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反映錢、胡治學宗旨的歧異 :是做「士」還是

成一「專家」。近代學術研究的主體已由傳統社會的讀書人向知識人轉變，其知識

結構、治學理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主張「為學術而學術」，推崇專家之學。在讀

書人日益向知識分子轉化、知識分子日益邊緣化、職業化的時代，錢穆堅守傳統的

士人精神和士人心態。他特重中國傳統「士」這一社會流品，重視人格完善與德性

修養，要成就一理想人。同時，在他看來，為學與做人是一事之兩面，人乃是一切

學問之中心。錢穆批評近代學術「學與人離」，對同時代學風、學者心術也有較多

討論，對民國學術界刻薄、不厚道的心理予以激烈批評。錢穆淹通經、史、子、集

四部，在人文學科中可稱得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為傳統國學的通儒之學。他

主張，治學貴能貫通古今，識其全部，強調「通識」，提出先「通」後「專」，

以「通」馭「專」的治學方法。胡適徘徊於博通與專精之間，但他對學生學術上

的指導，走的顯然是專家之學的路子。錢、胡對學生治學的指導，正反映了他們對

「通人」與「專家」的不同理解和要求。

第二部分反映錢、胡治學路徑的根本分歧。錢穆自學名世，對中國學術、文化

的解讀自成系統，「善於從中國自身的知識和思想資源中去尋找思想史發展的內在

理路」。他認為，「中國學術，實自有其獨特性，而非可以專憑西方成見以為評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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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可以一依西方成規以資研窮」，強調「我們總不要隨便地把西方觀念同中國觀

念混起來」，堅持學術研究中的中國立場和中國氣派，批評胡適「逕依西學來講國

故」。不同的讀書法體現了不同的治學模式，錢穆強調讀書要虛心體察，回到歷史

本身，儘可能還原歷史。胡適認為讀書要多戴幾副眼鏡，用域外文化作比較參考的

材料，從中得到啟發或暗示。要剔除歷代學者的酸腐意見，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

本部分通過錢、胡論讀書、關於《詩經》的研究等，具體展開論述。

第三部分有關義理、考據、辭章之辨，闡述錢、胡對這三者關係的不同認識。

胡適發起科學的整理國故運動，將傳統的考據學與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結合起來，

使考據「科學化」。在其影響之下，民國文史學界籠罩在濃厚的考據學風之中。

義理、考據、辭章合一，是錢穆學術思想最為核心的觀念。對顧炎武「博文行己」、

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的不同認知，具體反映了錢、胡對考據與義理關係的不同

認識與側重。錢穆認為，近代以來有風氣，無學問，諸多文化討論（議論）缺乏歷

史的依據，只是「歷史的敘述」而絕非「歷史的真相」，強調文化討論和思想宣傳

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學術研究基礎之上，考據當以義理為歸宿，義理（思想）應從考

據中來。

第四部分著重考察錢穆與胡適等「科學考訂派」「科學的」整理國故在考據方

法上的不同。錢穆對胡適倡導的「科學整理國故」運動頗多批評。錢穆的考據名

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繫年》都是以普通資料貫串會通，並不以新、奇

資料炫人，甚至資料不足時，可推演以求。他激烈地批評學術界刻意追求、炫耀新

奇史料的做法與心態，批評不講求學術積累，只是翻書、找材料的「研究法」。此

處還將進一步討論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史料學派的相關治學思想，如「史學只是史料

學」、「沒有證據不說話」等，是否是自相矛盾，甚至是自欺欺人？歷史學從根本

上講，離不開假設和想像，是一種「推理之科學」（王爾敏語）。錢穆將考據與思想、

時代、社會緊密地聯繫起來，認為考據必須先參透思想本身，離開思想單憑考據等

外在事象來研究學術史，正是胡適病痛所在，並提出了根據「思想線索」來考據的

方法。

錢穆、胡適的治學思想與方法的差異反映了中國現代學術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向，

錢穆屹立於胡適所開創的學術主流的邊緣。傳統日漸式微，現代化（西化）成一不

可阻遏之潮流。在學人知識結構更新、學術研究職業化體制化的歷史大背景下，治

學理念、路徑與方法均發生重大變化，胡適所開創的學術研究新模式易於為人追

摹、仿效，錢穆孤往而寂寞。但是，錢穆所堅守的讀書、治學思想與方法，對現代

學術的諸多流弊具有重要的糾偏作用，直至今日仍然值得我們珍視。基於此，探討

錢穆、胡適二人治學路線，統合二者之優長，尤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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