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學態度及其方法

一羅膺中師說述問一

嚴學要E

一、治學的病態及其苦痛

1. 1 自梅和體明

1.1. 1 治學的正當目標，應有兩個大的方向，那便是“自得“和“發明"。在哲學、社

會科學中，哲學是思想的獨追品，文學是情感的組造品，哲學的研究，是以問題為出發

點;文學的湖造，是以感受為出發點，但是研究哲學的進步，就是能把複雜問題，化為

簡單，膚淺的見解，進到深密，最後成就了個人的理解力、批評力;研究文學的進步，

就是能把感受昕得，表達出來，操術至約，感人至鉅，最後成就了個人的感受力、瓶造

力。因此，研究哲學、文學的人，要花費大部分時間去作“了解"的功夫，然後才有所

緝。那時，他的理解力感受力越來越深，批評力越來越密，發表力越來越巧;他是超越

過粗淺浮薄的東西，向那最高處棄其蕪巔，擷其精英，這便是“自得"了。

1.1. 2 在哲學、社會科學中，史學是以過去不可復觀的事實為對象，以現存可作証

攝的記載或遺物為資料，語言學是以人類現存的現象為對象，亦即以現存的現象為資

料。史學的對象，全靠証攘而表現;語言學的對象， gp~本身而表現。但兩者都臥客觀存

在基件為本質的，史學的責任，是把過去入類活動的事實，求出它的演變真相;語言

學的責任，是把人類語言紛雜的現象，分析它的內容，比較它的共性和特性，說明它的

發展現律，史學和語言學研究的進步，應該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前人的問題，後人

早已解決，後人的問題，前人未嘗夢見。推陳出新，前進不已。一天一天閱讀那草昧的

路，問題越來越新，分析越來越密，昕得的條理答案，都是前古所無。這便是“發明"

了。
1.1. 3 治學如有“自得"，便不會進退失攘;若有“聲明"便不會故步自封。但是一般

學者，不是因“群言淆亂"感到迷悶，說是“故地盤旋"兜著圈于，老實說，這是學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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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借用晏嬰批評孔子的話作這種通病的代表，就是“博而寡耍，勞而無功"。因為“博"

說百無一長;因為“寡要"，就不周於用;因為“勞"，就精神衰弱;因為“少功"，說一事

無成，這完全是治學方法不對的原故;歸納起來，就是沒有“自得"，沒有“發明".

1.2 沒有自梅和發明的痛態

1.2.1 沒有“自得"的病態

這病的起因，本來是由於好學;好學並不錯，但是因為讀書不得法，就覺得天地間

學間實在太多;左看也是學間，右看也是學間，怎麼了呢?非靠記憶不可，對於前人的

說話，不但要知道它的內容，並且要記全它的內容，記憶力用的越多，思辦力便越低

誠，結果非把一個人的智慧銷磨完了不可。用記憶的方法去求學閉，充其量祖會傳達人

家的說話，自己一無所得。別方面，恩辨力越低滅，對於學問越辨不出高下是非，抵覺得東

也是道理，西也是道理，四方八面，漫天蔽地的壓迫過來，自己簡直無法應付。\於是進

到第二期的病態，即是自覺渺小無能，人家的話都是對的，只得拚命的記人家的說話;

然而在現實生活襄面，到處會遇到問題的，眼前一旦遇到任何小小的問題，自己仍是張

惶失措，聽得在昕念過的書襄邊，東拉西扯的搪塞一陣，但也有時候會在腦子襄找遍了

所唸的書，得不到一個解決。到此時深覺從前的精力白費了，於是說陷入了第三期的病

麓，那便是苦悶，就是時時覺得人家的見解擺了一堆，而自己除抄襲成說外一無所有，

於是大歎“理事相違"，致慨於知音之少;怨天尤人，離群逃世的想法，一齊來了。豈知

世間並沒有離開事實的道理，也沒有毫無道理的事實，你自己不會讀書，本來兢永遠站

在學問外邊，沒有踏進門去，如何會不釀成這樣的結果?既陷入這第三期的病態，強者

決裂橫衝，言不由衷的搬弄一些並未讀通的書，垃l盜名欺世，弱者便陷入神經表弱，畏

難厭世，成了一個無用之人而已。

1. 2.2 沒有“發明"的病態

這病的初起，也是由於好學。但是感到學間的材料太多，祇得分類鈔輯，鈔的多

j"，便想編輯，病態就進到第二期了。原是編輯施是誰比功夫，稍有條理的人，誰都能

詳比材料，等到啡比好了，自己一看，也還系統釐然，有條不紊，使自以為這是“著述"

了，豈知學間的進步，全靠發明，發明全靠探索力;編排的工夫，最容易養成搭架子，

韓圖表的習慣，編啡工作做得越多，探索力便越低誠，材料編了不少，抵不過拿舊東西

變讀過式樣，部沒有新的問題發生。結果，所編的東西襄面衝突矛盾，自己完全看不

見;久了之後，除了機械工作以外，全作不來;這時便陷入第三期病態了。雖比工作，

本來也有具體成績的，但是作久了，翻來覆去，依然是原來那些材料，那就未免有些

“乏味"。自己一想，就令我編來編去，成功一部《圖書集成)) ，在學術上叉有甚麼貢獻?

有甚麼價值?這樣一想，說總覺得人家有進步，自己部是依然故我。這結果就會因乏味

而失望，由失望而灰心。一旦厭棄陳編;自己依舊是毫無收獲，直到精疲力竭，老大無

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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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振究為源，處方醫治

2.1 爾夫病源

2. 1. 1 好學諸君，上面昕說的病態，不知你曾經感覺得沒有?假使發現了一兩樣，

那便是沒有“自得"，沒有“發明"的徵候，那便是“中無昕主"和“老大無成"的來頭。那

末，就要探究病源，急早醫治。

2. 1. 2 慨然有了病，當然要找醫生。老實說，我實在夠不上當醫生，我只是個病

者，但也許為了“久病知醫"的原故，還可以說出這種病的根源，我以為犯這種病的人，

並不是“外感"，部是“內街"。這病的發生，大概有兩個來路，那“沒有自得"的病源，是

由於“成見太深"，那“無發明"的病蟬，是由於“操心無術"。這病初起時，往往自己不能

覺察，漸漸由輕而重，由淺而深，就成了上面昕說的病態，病源講過，試為處方。

2.2 主見與成見

2.2.1 “主見"和“成見"兩個名詞，乍看似乎相同，其實完全兩事，大概一個人不管讀

書或是作事，多少總要受一點成見的支配;而成見可分為自造的和外來的兩種，意志堅強

的人，往往自己造成成見，意志薄弱的人，其成見部由環揖所造成，這成見沒有則已，

一有了成見，任憑你再高的學理，再好的說法， jj!且要與他的成見不合，便如以水投石，

格格不相入。初則是己非人，入主出奴，積習臨久，對外則深閉固拒，對內則予智自

雄，拿自己一點淺智小慧，當作天經地義。這樣，先就拒絕了學間，停止了進步。即令

自己的見解果然對，尚且如無諒之水;何況成見深的人，根本試不容易得到正確的見

解。那末，自己在那襄予智自雄的時候，自己的學問早就宣告破產了。

2.2.2 有了主見的人部完全不是這樣，他推聽他的見解不對，使多方面徵求旁人的

意見;旁人的意見經過他的比較選擇，使得到一個最正確的概念，可用以評判餘人的高下

淺深、得失長短。但外界的意見日出不窮，自己的見解也就日有修正。這時自己一時的

見解，決不敢攘為勝義，輕看他人。所以一個人越有明瞭的見解，便越能容納人家的意

見;旁人但看他日有進盒，而自己旬以為還不漏足。這樣，無昕見則已，苟有所見，必

是“真知灼見，'，很難為外界的淺見昕動搖;因為一些小智淺見，在他眼襄看去，偏全優

劣，一望而知，他已竟高出旁人之上了。所以一個人越有真知灼見，其學問必越進步;

越是深閉固拒，其智慧亦必更說愚蒙。學問之無“自得"，其根本原因實在於有“成見"。

2.3 成見之起因及其弊害

2.3.1 造成成見的總原因，就是“不肯虛心"。土面講過，成見有自造的和外來的兩

種。現在借用清代戴麗的說法，就是“以人蔽己"和“以己自蔽" (見《東原文集》卷八

《答鄭丈同牧書)) )。成見弊書則有“責效"、“急燥"和“寧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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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蔽己"就是固於俗見。本來人的知識，說是由多方面的習染薰陶而成，扭扭入

手其內，便很難再超乎其外，俗見的蒙蔽，固使人不敢或竟引不起懷疑，而有時自己知道

應該虛心，部脫不掉俗見的束縛。其實這種以成見為背景的虛心，害處更大，充其量外恭

內侶，拒諜飾非，自己亦不知其所由然。清代道光臥後，西方文明初入中國，一般老先

生親為拱水猛獸，肆口批評，自己均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同事。記得朱一新的《無邪堂

答問》襄有一條，有一個學生問他:“外國人畫的人體生理圖，五臟的部位為什麼同中

國舊醫書不一樣。"朱老先生答道:“那是因為西洋人別有肺歸罷了。"這話在我們現在

看固然可笑，但他說話的時候卸是鄭重其詞的哩。這樣，不但學間不求進盆，就連小孩

子時代的一點好奇求知的心理，也都摧毀無餘了。

“以己自蔽"就是圍於我見，本來人類的通性，都好自作主張，一有了自己的主張，

便不容納外人的意見。讀書好發議論，好作批評，固然不好，但都有他的來諒，那就是

認定自己的見解太快，判斷下得太早。要知道無論什麼道理都可以找到相當的例證。若

不管全部的是非，抵求一部的證據，那是很容易的事。好下判斷的人，往往喜歡先定一個

標準，然後去找材料，凡與我見相同的便採取，相異的便棄去。待到搜集與自己意見相

同的材料漸多時，那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旁人的不同說法，一概認為錯誤，不去理

會了。結果，論調越圖，成見越重，證攘越富，偏見越深，倒不如一無所有的人，還有

一點進步的機會了。

2.3.2 責殼的弊害

誰求學間，都是想成功的，都要講求效果。不過，對於成功路途的遠近，膜徑的曲

折.總得預先致慮致慮，作到心中有數。但假如必B妄自“責效"之心出之，往往會將放

在後頭的工作，擺在前面作。這結果，第一步先養成“玄想"。一部書剛剛讀了前半，便

預擬它後半將如何說法。一種學問方才研究到一部分，使揣它全部是什麼內容。久而久

之，頭腦中便存了些似是而非的條理片段，各人的思想本來都有些組織力，那第二步說

養成“虛構"的習償。不管事實如何，輯顧完成自己的想像，總要使它條理井然，等到這

理想首尾完全，自以為關於那部分的研究，從此可以完結了。倘若再想搜求證攘，以實

其說，那便生出第三步，“強材說己"的毛病。因為臨有了虛構的心理，說想拿外面的材

料就自己的範凰，取同舍異，正是一種很自然的結果。可憐的是社會上高明的人實在不

多，誰能胡亂的定出什麼結論，多少總會得到一部分人的讚美。這種不虞之譽，足使作

者陷入第四步“安於小利"的停頓狀態。到這時帳，作者自以為大功告成，安心止步，

可且不向前努力了。然而假如有人細心致察他的著作，將發現它百孔千瘡，無一是處。

大約一個人常常有主張，常常要發表，往往可以得到一時的成功，但當它風靡一時的時

代過去以後，昨日的成功，將變為日後最大的失敗。我們現在讀古人或今人的書，有些

書令我們心協誠服，有些書卸令我們腐心刺目，我們可叫想到這些書的著者，多半是些

為富目“貴效"之心昕驅遣，而不能自主的人。

2.3.3 急躁的弊害

由於有了責效之心，就想在短時間之內，得多量的收獲，“急躁"之心便發生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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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種念頭，第一步說發生“苟且"的心理。這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容易犯的毛病;但在學

閩中犯了苟且的毛病，那便一無昕成。我們看清代的漢學家，戴東原、錢大昕、王念森

一般人的著作，每立一說，都是蒐輯很多例證，經過很多檢驗，花費很多時間，才有定

論的，因此他們的成就使大。假如有了苟且的心理，那就發生第二步的毛病“貪多"。以

為自己無論甚麼學間都會研究，甚麼都可以知道，施要隨便翻翻看看便了。於是這也想

學，那也想學;東也看看，西也看看，於是專撿些“非原料"的“種制品"來看，抵看見人

家一度康的敘述，一堆堆的結諭，這便到了第三步的毛病“鵬等"。到此田地，基麗的學

問一點都沒有，部還要11J求高明，這比百尺高樓，建築在瀕誨的沙灘上，其倒塌之期必

定不久的。

真正會讀書的人，總是心靜思密，體安氣和的。但是在“急躁"“苟且"和“貪多"“』亂

等"的心讀下，人就極容易流入第四步的毛病“散漫"。散漫是不會得到讀書的趣味的，

惟有把心專一的放在書裹，書的問題凝在心中，這樂起就無窮。不然整天在動搖的、混

亂的精神狀態下討生活，那才真苦極了，還有什麼學間趣味之可言?受這苦痛的人，必

會更進一步發生第五步的現象“無恆"。因為對什麼學間都不等得到極昧，淺嘗輒止，昕

以沒有膽憊，一個問題來了，但顧而之它。這種人對學問從根就不忠實，沒有“不成不

止"的決心，沒有“惟一無二"的志願，艦不過玩玩罷了。那結果就會亂想，亂想多了，

便發生第六步的病態“祖浮"。他看書輯是瀏覽，乃是信手亂翻，並沒按部戲班的讀下

去，甚至一部書中，僅看兩本，一本書僅翻幾頁，一頁之中，僅看幾行，掩卷茫然，全

無昕獲，這種習慣養成了，你再吽他安安靜靜的研究一部書，那說發生第七步現象“畏

難"。這時偎耐心一點都沒有了，只要見到一部較為繁重的書說怕愈下去，只揀些小冊

子容易讀的東西拿來消遣;對於稍微要用點心的書，不知不覺起了“啡拒"之心，這便是

第八步的毛病了。到這時候便有點怕和書接近，總有一點“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本

來可以要求達效，但因為急躁，結果非但遠效不可得，連接效也攜牲了。那便是南轅北

轍，一事無成。

2.3.4 寧勝的弊害

力寧上游，本來是一種求進步的表現，但“高明"是人人昕欲，“苦工"是人人所難，
由是養成一種想不勞而謹的卑怯心理。因為想得“高明"，使時時想像自己總該高出別人

之上，因為怕“苦工"，但時時提防有人高出自己之土。有時發覺別人某種學問確比自己

高明，說馬上跑土人家學間的路，必要和人家較個短長，這個便是初步的毛病“舍己耘

人"了。在他的想像中，頂好全世界的學問家統通為他擱筆，好容他游行自在;但這是

絕對不可能的事。無法，只得拚命搜羅人家的東西，東抓西擾，且表示你所知的，我已
盡知，你所有的，我也都有。然而，抵做了對方的傳佈工具，於自己實無關涉，於是漸漸

覺得如此做法，終屬無用，由羨生怨，便悠然的生了第二步的毛病“嫉妒，'，這嫉妒心一

發生，馬上目迷五色，看見人家成功便氣慣填胸，必想如何能打倒他而後快。這樣，便

抵會在人家的弱點上著眼，部完全忘了人家的長處，從善服義的思想使根本消失了。然

而止於打倒人，還不過是一種消極的方法，畢竟沒有用，於是想出一條“出奇制勝"的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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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那第三步便是“矯誣"。因為存了一個“立異"的心理，於是對於任何事件，凡人家說

對了的，自己卸總存在了一個“偏不如此"的心理;那就要造新說，立創見。但是新說創

見並不是很容易發現的，那結果就不能不“矯"，“矯"之下必“誣"，不惜替令人栽下種種

賊贓，替古人造成重重冤獄。這在自己是意得志漏了，然徒使有識者憨其心勞日抽，無

識者驚其河漢無極而已。

2.4 主見的對治及握別力的養成

2.4.1 人們所以不肯虛心，寧願跑岔路的原由，接我們看來，大概出於兩點:一是

“我慢弋二是“驚名弋我慢是從小養成的，但用學問去磨薯，未嘗不可以心虛氣靜;至

於驚名，卸有點有心把學問做釣名之具，這根本把學問看錯了。世間足以求成之具甚

多，何必以學問做釣名之具，從而叉毀學問呢?“我慢"與“驚名"交結走上岔路，便是

“偏私"，偏私之極，不惜自欺欺人，違心悸理，所有冷酷、尖酸、卑鄙的惡習，都由此

出，學問固然做不成，人也完了。

2.4.2 醫治上述諸病的主要藥品，第一便是“識公"。“公"的觀念是一切學間的基礎。

要知凡是學間，無論屬於那科，其所以有今日的成就，都是腫集多數人的心思才力，經過

長時間的研究改進，才有今日的現狀的，故非一手一足所做出來的，也非一人-時昕能

包辦，所以學間是因大家而發生，靠犬家而進步，依大家而存在，實在是一件最公不過

的東西，人人都有享受的權利，人人都有維護的義務，所以治學的人，對於學間，應有

兩種觀念:一方面是實愛這學間，認定研究學問是自己惟一的享樂;一方面盡忠於學

間，認定研究學間，是自己應盡的職責。

原來學問這東西，襄面有一種不可明言的樂趣，但你不去尋它，享受不來，尋它而不

得法，也就無從找到。大概學間的趣味，往往藏在追求某種解答的工作當中。因為大家

漠然不察的事件中，忽然被你發現一個問題，這便是個有趣味的事。有了問題而無人能

解決，要你自己披荊斬棘的去搜求，這叉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在這披荊斬棘的工作中，

抵有你一個人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遊行自在，部是“說與旁人渾不解"，這叉是一種有趣味

的事。找來找去，得不到解決，這時便有點苦悶，但你部有十分決心，非找到不可，歷

盡萬苦千辛，一且忽然被你找到手，這快樂真是不可名狀。大概祖有“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這幾句話可以形容他。王靜安先生在他的《人間詞話》襄有一

段:古今成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第一期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

天涯路。"第二期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是“眾里尋他千百度，同

頭驀見，那人卸在，燈火闌珊處。"這真是深知甘苦之言。

得到這種學問趣味的人，第一便是忘了一切，忘食、忘憂、忘了老之將至;至於身

外浮名，悠悠毀譽，得之不為榮，去之不為辱，那襄還有絲毫的計較掛在心上。反過來

看前面所說的“驚名"之士，可知他全未踏進學間的門庭，輯是在門外張惶罷了。但是學

間的樂趣，在獲得結果後會逐漸消失。因為無論什麼學間，研究的結果，抵不過得到一

個“原來如此"。蘇東坡的詩說:“廬山姻雨斯江湖，未到千年恨不消;已到原來無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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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姻雨斯江湖。"最能形容這種揖界。然而學問這東西最怪，你不研究則已，越研究問

題越多，解決了一個，叉來一個，進了一層，還有一層，總也解決不完，學間也就前遲

不已，趣味也就終身享受不盡，知道學間的結果都不過“原來如此"，就不會貪天之功為

己力，嘗到了學間的趣味，就會“銀而不舍"，“欲罷不能"。

2.4.3 至於盡忠於學問此件事，大概應該先存一個“反省"之心。第一，應該想一想

我們這般以學間為生命的人，四體不勤，不耕而食，不織而在，實在對於社會對於人類

沒有直接的貢獻。我們的貢獻，艦在學術土頭，那我們應該如何盡忠於學間，以期無負

於社會，無負於人群。第二，應該在讀書的時候，想一想我們對於前人的評價，大概真

正有價值的學間，總會受後人的欽佩，欺世盜名之作，不旋腫而唾棄隨之。可知學問得

失，自有公論，假令撓倖成功，得到一時的虛譽，人生數十寒暑，轉瞬奄怨，後之觀

舟，亦猶今之親昔;亦何苦博一時之虛榮，受千載之唾棄?有此兩種想法，一切傲慢囊

括的心理，自然泠了下來。由這種反省，就產生了“自知之明"，這時說會發覺自己的程

度的高下，才力的大小，識解的淺深;知道過去的學者，高過於我者儘多，並世的學

者，高過於我者也不少。

總土研說，能“識公"則無“偏私"，自然也不會“驚名"和“我慢"。這時對於學間，才

會“虛心"了。

2.4.4 真正的“虛心"，便如聞若噱昕說的:“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間，少

有寧曰"。

真能“虛心"便會冷靜的做客觀的觀察，租心浮氣，自然減少。對於學問使做到“莫

問收獲，但勵耕耘"的地步。那“責效"的心自然消失了。“責效"的心臨消誠，一切還臆

空談都用不著，自然會腳踏實地，按部戲班做去，那便會運用材料，以求問題之最終解

決，那強材就己和安於小利的毛病都沒有了。治學的心揖便“寬閒"多了。

瓜、揖慨然寬閒，那“急躁"的心自然消誠。眼前昕以自相煎迫，完全為了要在最短期

內有最大的成功。現在心讀臨寬，兢會踏實地做下去。又為學問趣味昕驅策，→個問

題，如不徹底解決，便不安心。於是一切“苟且"“貪多"“il等"的心理不會出現，而漸漸

走上正軌。以前神遊無著的空泛思想，便會一天一天的尋到歸宿，有了穩定的著落。學

間的心得，便由此發生了。時時有問題，時時有歸宿，那“散漫"、“無恆"的毛病，也說

自然免了。用心每有收獲，便感到學間的趣味，那“畏難"、“排拒"的心理， 自然沒有

了，在這種狀態下，自己並不感到是否進步，但在相當時期內考察一下，則可發現進步

之快而且多，這便是“日知其昕亡，月無忘其昕能"了。

能“識公"，便不屑“寧勝"了。這時全副精神，統通注意到自己，不暇和人比較長

短;叉以擇善之故，惟恐人有善而我未及知，更不暇計及人之短。更因盡己之故，希望

志同道合的人日益增多，那便於學術更能多昕建樹，到這時，惟恐人不和自己做同一的

工作，惟恐人家的學悶不比自己高明。

一個人慨能免去“責效"、“急躁"、“爭勝"等種種罔念，蕩除“偏私"、“我慢"、“驚名"

種種積習，便養成“無昕為而為"的“廓然大公"的心理。這便是“虛"，能“虛"說沒有亂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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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槽的念頭在心襄槓衡直撞的搗亂，這便是“靜"。能“虛"能“靜"，就會一心一囂的研究

-個問題。這便是“壹"。能“壹"就中有昕主，這便是“主見"。有“主見"便會感覺到外面

的“異"，但有比較的觀察，會觀察便有選擇，會選擇便能攝取外面的長處，吸故融化而

收歸己用。這時意揖越覺深潤，心氣越覺安定，眼光越覺銳敏，思想經端正而越覺完密

堅實，“擇別力"便養成了。

“擇別力"陸經養成在襄面，“自信力"便越來越強，在外面，旁人的高下淺深，看得

清清楚楚，“批評力"便越來越富，一切是非得失，可以沒有趣形，一切浮言異論，可以

不爵搖惑;這便是“自得"。到這時候，學問便成功了。

2.4.5 正確的治學態度，首先是要存心治學間，忘部身外一切無足輕重的得失榮

枯，毀譽榮辱，把昕有生活的力量，整個的身心，都交給了學間，要誠誠懇懇的成說

它，並不是以它成就自己的名利。

其次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有的人恃其一知半解，便以為一切都知了，這

表明是“淺薄"、“粗率弋至於“強不知以為知"的人，那是虛偽掩飾、自欺欺人，醫治此

病，第一要切實追問自己，究竟懂得了多少?第二多向友好窮究詰間，匡正不遠。知道

自己委實無知，便容易有知的機會了。

再次是“與人為善"。上述兩種態度，只要誠實淡泊，就不難做到，與人為善的盤

度，部非真正廓然大公的人做不來，文人相輕，同業相嫉，早已成為我國學術史上的慣

例。其實，治學之道，“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只有“分工互助"，才能有進步，一種學

間有多人研究，兢越容易見功;何況個人的心思才力，未必高過於人。假令有人見解、

方法都比我優越，我可把昕有的材料無代價的送給他，完成他的學問。

有了上述三種態度治學，便具有“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的風度，那就是已經由病態

中醫好，放復了健康。

三、治學方法

3.1 過信與過提

3. 1. 1 學間的內容是極其種雜，各科在共同的性質下面，還有單獨的特點，則治學

方法，便不能無昕差異，各種紛耘的方法絕非一時昕能說盡，此處祖能在應用探索力的

學科中，談談重要的普遍原則。

從前的人治學問往往流入過信;現在的人治學問卸叉往往失之過疑。過信與過疑都

不是實事求是，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沒有“自得"。過信則拘，過接則放，

都不是正確的態度。過信的人，便會迷信古人，依賴古人，時時刻刻不能自動;過蜓的

人便會東怕受欺，西怕被騙，時時刻刻懷著鬼胎。中了過信的毒，固然墨守成說，沒有

發明;中了過疑的毒部也往而不反，沒有著落，究其原始，還是由於不會讀書。如能“讀

書得間，'，便不會為古人所左右，不會為私臆所牽躍，這襄抵想握出一個原則，凡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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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演繹證明的斷案，才真可信;凡由於比較提出的問題，才真可疑。此外無主見的偏

聽，無根據的退想，心都抵是個人的錯誤罷了。

3.2 治學的闖進

3.2.1 “求知"與“致用"本是治學方法的兩途，這兩途本出一源，又是殊途而同歸，

應無所用其寧論。可是那看重求知的人，以為學間的目的，軍區在求知，一牽涉應用方

面，使認為是桶狹的功利主義，非治學的人所應有，而那看重致用的人，以為祖有有用

的東西才是真理，離開實際，便沒有學間;就是有，也不值得費心去研究，其昕以有這

寧論者，大概都是察末忘本之談。

從起源來說，凡是一種學間，起初發生，必由於致用。正因為實際生活的需要，人

類才不惜運用心思。追至對於某事有了棋給需要的辦法，便叉受了求知的督促，想明白

那事的理由，等到理由飯明，便對於辦法可以更加改善。所以求知是致用後的膳餘力的

表現，而致用叉是以求知為其進步的源泉，往復如環，不可輕重，但是人類的社會，日

益翟雜，學間的條目，日益分析，求知與致用的發展，但似各走一端，祖率看去，好像

兩不相涉，諦察其徽，才可知其相互的關係，而更有其相同的出發點。那就是無論那一

路，都是以問題為起點，有問題便自有發明，自有進步。

3.3 研究開題的程車

3.3.1 大概治學的初步，是需要先有一種虛心的普遍觀察，觀察越多，比較的資料

也越富，見聞寡陋的人，是提不出什麼問題的。這即是“博學"。故有觀察，便讀分析觀

察的對象，分類歸納得一個啡列，由這啡列之中，便發現許多矛盾衝突不能並容的事實，

由此便生出問題，這即是“審問"。歐有問題，自然要求解答。但問題必有其範疇，必要

細心考慮，指出擬難之昕在，以求其問題的中肯，這即是“慢思"。問題臨經指定，便要

假設解答，但在眾多的假設當中，必讀引申函義，逐一選擇，以期得到一個最有效最近

似的假設，這即是“明辨"。假設飯定，然後用這假設，演釋到實際的對象上去，看其是

否完全適合，自然得到一個證明的斷案，這即是“篤行"。

在上面昕講的程序中，尤叫“觀察弋“假設"和“證明"為最要。觀察不博，則間題提不

出來，或提出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或竟是胡亂的猜想。有了多量的歸納成功的材料，

卸不會選擇出來一個可以成為通則的假設，聽不過一堆廢物，完全運用不來。至於決定

後的假設，而沒有經過實際上經驗的證明，便完全變為一個不成通則的猜想。但是不能

虛心，則觀察無從博起，思想沒有條理，則分析不來，歸納不來。對昕研究的學間，基

本的概念和原則不充足，不明確或竟沒有，便不會選擇假設。沒有經過選擇的假設，在

證驗上絕演繹不來。那末，五層程序的研究，事先應有甚麼準備，自己可以認識出來了。

從我國來說，研究問題程序上運用得最有成績，莫如清代漢學家的考證。戴東原、

康玉裁、錢大昕，王念孫、王引之的著作尤其可以代表這種方法，比如王引之的《經義

述聞﹒毛詩上卷》的“有紀有堂"條，是個典型的見証。能夠有所“發明"，從此可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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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學"和“分析"、“歸納"實在是發明的基點，而基酷和工具學間的培植，實在是發見問

題和解決問題的唯一根源，你所知道的東西越多，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越富。

有了“博學"的基嘴，再能誼慎地應用“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方法，“發明

力"便養成了。

讀了戴、康、錢、王考証的文字，會使你震驚他們記誦的浩博，以為無論什麼書，

都能默誦如流，應用時一想~p來，無須察考。這實在是錯誤的看法，前人能背書的也不

少，但這種致証應用的材料，卸大半靠平曰“翻記"而積累的。善於讀書的人，每人都有

一本前記，有了一個問題在心里，看書時遇到可以應用的材料，登時記在街記襄，今天

記-:-11暉，明天記一條，日積月累，把所記的材料，彙集起來，理出頭緒，便是一條發

明。這種懷著問題找材料的方法，我國舊話吽做“讀書得間，'，“得間"的讀書，往往越容

易記住，因為在需要之下，注意力使特別強，用這種方法讀書，決不會“勞而少功"，

“博而寡要"。而這種一條一條的前記，都是曠日持久，才有成效，非“急躁"“貴裁"昕

可成功。

我國舊來對於治學標準有三個字，叫“精"“博"“通"。三者之中，實在算“精"為最要，

博而不精，就會變成“書麗"，把自己做成“九通"。通而不精，使非真通，往往流入空

想。惟有由精求博，才能以簡獻繁，以一持百，求精之術，使全靠發明力的養成了。

四、學爭~t觀點和材料工具的括進

4. 1. 1 大概學間的進步有兩個最要的條件，第一是學術的觀點要時時革新;第二是

學闊的材料和工其要時時增加和拓進。

我國舊來的學間，因為科學不發達，抵會在故紙堆中討生活，“故地盤旋"，書越古

越讀，越讀越古，一天到晚在開倒車。結果，眼前的問題固然一無昕知，就是昕謂古

書，也被穿鑿附會得紛不可理。從漢到明兩千年中，除了西方的音樂輸入，影響到漢唐

兩代的音樂文學，印度的佛教輸入，影響到宋明的理學而外，固有的學間，非但不見進

步，而且日就衰殘。直到明代萬曆年間，利馬竇來到我國，傳布《坤輿萬國全圖>> ，徐

光啟叉翻譯《幾何原本>> ，才算吸了一點新的空氣，而曆算之學，經清玄嘩的提倡，使

風行於學士大夫之間，音齣之學，也由西方語言和漏語拼音文字的輸入有了長足的進

步。清代二百多年的樸學成績，實以小學為根基，而小學叉以音前為樞紐。所以清代學

術的發展，實在還是靠了一點外來的東西，這個風氣一聞，大家對於讀書的觀念起了變

化，學間的材料和工其起了新的認識和應用，反過頭來，才能站在古書的上面，懷疑、

考證、整理、研究，所以我們如果要推翻古書的成見，要自儕於世界學術之林，而貢獻

其文化學術與天下以共見，便應該努力革新對學間的觀念，盡量擴張學間的材料，徹底

建設治學的工具。

4. 1. 2 學習的目的，應該臥求“真知灼見"為第一件事。求學的態度，應該努力於客

觀的認識，禁絕主觀的批評，對我國學間的認識，應有兩個方向:第一應該用歷史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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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分代分科的，恢復一種學間的本來面目;第二，應該用科學的眼光，增加一種學問本

身的正確觀念。

在第一個方向裹，我們要一層一層的剝脫許多後世附加的東西，一類一類的集中許

多同諒異流的材料。在第二個方向裹，我們要利用近世科學的眼光，確定舊來許多學術

上模糊不清的觀念。我們要根據科學的分類，建築起許多未成系統的學科。

4. 1. 3 我國過去學之不得法，誤以聯想為歸納，不知聯想由於顛推，歸納本於分析，

由是附會穿鑿，憑空虛構，這便是要設法作分析的工作。分兩個方向進行;第一，把許

多了不相干的附會穿鑿嚴密的分閱，不使淆雜;第二，把許多複雜鼻廁的混合問題細密

的分聞，依類集中。

在第一個方向裹，叉有兩個方向:第一把許多縱的東西橫斷開來，即把歷史上的東

西，擴斷開來，不要混在一起。第二把許多橫的東西縱剖開去， ~p把不同性質的東西，

縱剖開去，減少附著的浮聽。

在第二個方向裹，我們應該悉心的審察一切舊的新的問題，到底包含多少方面?如

昕謂經學的今古文問題裹，實在包括了文字問題，本子問題，傳授問題等等，任擇一

題，已經很夠研究，現在把許多問題合在一起，當然研究不出新的成果。

4. 1. 4 研究學間的人，應該用直接材料玫證間接材料，萬不能根擴間接材料批評直

接材料，尤其不能據間接材料為巳足。然而中國舊來的學者，部抵看重書本，非但沒有

直接材料的完全靠書本，就是直接的材料擺在眼前的，也還要靠書本。這種風氣的影

響:第一，便是同學間的本身越隔越遠，也就是同實際的宇宙人生越隔越遠;第二，便

是把學間的範圍縮小到書本以內，凡是文字所不載的材料概不蒐求;第三，便是因書著

書，故地盤旋，永無接受直接比較材料之一日，如果要想我國學術的發展，那抵有採取

直接材料的一途。

4. 1. 5 我國人過去讀死書的流弊，直接方面就是學問的材料越縮越狹，間接方面就

是治學的工具完全沒有。以書本為材料，間眼與腦筋為工其，當然產生不出自然科學

來。沒有自然科學，自然不會組造新工具，立為因果，學間就一天到晚打著圈子。比

如，講古器物的人，祖會憑著眼看手敲去斷定真偽，講醫學的人，抵會牽強附會的從銅人圖

上解釋心肝的部位。錯陋迂謬，不可究結。我國歷史上直接材料發現的何嘗不多，但是

因為沒有工具，使任其散扶，所以我們飯然要放下書本搜求材料，便應、先放下材料來培

植工具。比如講地理、音樂、語言......等，便應該儘量引進近代科學的知識和技術。有

了這些基酷工具，才有能力擴大材料的範圈。

材料的範圍慨然擴大，治學的工其缸然豐富，你便會發現古人歷世紛爭不決的問

題，實在不成問題。固執之點，委實可笑。而古人以為沒有問題的地方，實在大有問

題。所以材料和工具的增加，其結果便是解散了很多老問題，開創出許多新問題，問題

的新陳代謝，便是學術的拓土開疆。

在我國學術上，有些老問題，歷世軍訟紛耘，忽然某個時代由新材料襄得到證明，

但立時瓦解。有些老問題，在有限的材料襄轉來轉去，終於是個不能解決的問題。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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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問題，由舊材料生出，但馬上使用新材料解決了。有些新問題，雖然被人發現，但在

沒有得到更新的材料以前，終於無法解決。有些問題，是由玄想而引起，解決便難，有

些假問題，雖然聽訟累年，到時候終被解散。有些真問題，雖然未被注意，到時候終被

提出。所以我們研究學間，最要緊的是能審別問題，是真問題麼?是假問題麼?這樣，

你就會發現新問題，解決或解散老問題，學問使自有進步了，學術展拓與發明的基件

有:

1. 新材料

2. 新工具
3. 新問題

4. 新見地

我們研究學間，昕根攘的若總是些老材料，便不兔總在老問題上盤旋;一見新材料

發現，立即可凶打開一個新的境界。但新材料的發現是不常有的事，倘使沒有新材料發

現，而能有新的工具供運用，也可對老的材料有新的估定。假如故無新的材料，叉不能

利用新工具，如能在老材料中發現新問題，也可以有新的發明。又或對一批材料有一種

新的見地，則在這一批材料中所有的部分的問題，也可以有新的解決。總之上說四基

件，得其一便可以有發明，假如四項俱備，那進步是可以有把握的。

我們相信，大家如能按照正當的治學態度及其方法，認清目標，放寬心意，胸踏實

地，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走向前去，那燦爛的學術前景便會在眼前實現。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