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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吕思勉（１８８４—１９５７），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字诚之。

１８８４年２月２７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常州市）。

从小入塾。１２岁时，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

著作。１５岁，考入阳湖县学。１６岁，自学古史典籍，以求

系统了解古代政治历史和政治制度。１９０５年起，先后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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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上海私

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

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并任编辑。１９２６年起，任

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１９４１年，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大学迁川，乃携眷归乡，闭户

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１９４９年后，任华东师

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

委员。吕思勉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

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

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吕思勉对经

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他治学严肃，作风踏实，

为人诚朴，谦虚谨慎。晚年想通读《道藏》，研究思想，为后

人开辟途径，惜未如愿，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９日逝世于上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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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的思想史

进化论与治史

吕思勉治史的进化论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为指导的。

成书于１９２０年的《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在《绪论》里

谈到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告诉研究者，“用经济学的眼光

去研究食货一类的史实，就可以知道社会的生活状况，就

知道社会物质方面，物质方面，就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原

因”。这就是承认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这种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于全书的记叙

中。以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变迁为例，他既指出大变迁的

动因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改进，又描述了大变迁的结果是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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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崩溃：“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共有财产的

组织全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促

成社会制度的变革。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征之一，不仅承认社会的物

质生活是第一性的———它是人们的感觉、思维、意识的来

源，是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而且还承认社会的精神生

活，又反过来能动地作用于物质生活。本着这一认识，吕

思勉在论述汉初的社会机制时说：“要考察社会的情况，物

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意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

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

而且他还发现，《史记》的《货殖传》已经体现了朴素的

唯物思想。他对这篇写作于公元前一个世纪的《史记·货

殖传》评价说：“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

的一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

１９２８年，他看到有些人在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便在

阅读英国弗林特的《历史哲学概论》时，写下了这样的眉

批：“马克思之说虽受人攻击，然以中国史实证之，可见其

说之确者甚多。”

吕思勉不仅对马克思的学说，而且对马克思的人格，

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俾斯麦尝多方以贿马克思，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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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可。马克思食不饱，寒不能具温火，身多病而又

丧其妻，知年寿不可永，卧榻上，犹强自力著书，终未成而

死，以敝衣殓，而俾斯麦不能夺其志。知之明，故守之坚

也。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则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国无

道，至死不变，强者矫，不亦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之大丈夫乎？何期于百世之下遇之！”

到了１９４５年，吕思勉在《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谈了他

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体会，他告诫研究者说：“马克思以经

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又说：“以物质为基

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它和现象看做

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有很大的

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

正是这种唯物史观的考察，最终必然会导向社会主义

的实践。在１９４４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册里，作者

明确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我国历史长期以来存

在的“主张均富贫”的思想，因而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更从

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考察，作者在叙述农业生产“自粗耕进

于精耕”后指出：土地私有制和小农制，是“农业进化的阻

力”，因此唯一的出路，只有改变生产方式，改革制度，走向

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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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启示我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而且还用

“大器晚成”这样的话来预祝我国抗战必胜，社会主义必将

建成。

吕思勉的先进学术思想，不仅限于史学，也兼及文学

甚至美学。早在１９２０年沈阳高师任教时期，他就曾用“驽

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旧文学之研究》的学术论

文，对文学作品的美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新旧文学

的本质区别，提出了卓越的见解。

倡导新思想

当时，“五四”以后不久，新文学还在草创时期，有人以

白话和文言作为新旧文学区别的标记。吕思勉撰写此文，

认为白话文为我国固有，不仅《水浒》、《红楼梦》等小说都

是白话，不少官方文告或民间“劝善”的书，也有用白话文

的。因此新旧文学的区别，不应着眼于形式，而应着眼于

内容。他肯定文学是一种美的创造，是令人读后产生美感

的艺术品。现代新文学作品，应该通过现代语言符号———

白话文的传输，反映那些具有美感的思想内容（也就是美

的创造），才能真正使现代读者读后产生美感。如果把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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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具有美感的思想内容，译成古语来表达，那肯定不能

使现代读者读后产生美感而接受。

那些主张文言的人，强调白话文能表达的意思，文言

文也能表达。吕先生举例驳斥说：现代语言中的“桌子”、

“杌子”，文言文是用“几”字和“席”字来表达的，如果甲乙

两人打架，乙提起杌子，把甲打死，能否说成“以席击杀之”

呢？当然不能。因此文言不能代替白话，现代新文学作

品，只能用现代语言符号来传输。

在这篇论文里，还预言了新文学作品文学语言的形成

和发展的趋势。他认为新文学作品的文学语言，应该是以

口语为基础，作适当的筛选整理加工，同时吸收文言文里

有用的词语和语法，并相应地撷取外来语里那些可以为我

所用的东西，“旁薄郁积，万流齐汇”，最终会创造出新文学

作品的文学语言。

宏图人生

吕思勉的一生，著有通史两部：《白话本国史》和《吕著

中国通史》；断代史四部：《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

朝史》、《隋唐五代史》；专史九部：《中国民族史》、《先秦学
·７·

吕思勉



术概论》、《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国体制度小史》、

《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

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此外，还有探讨史学研究

方法的著作四种：《历史研究法》、《史通评》、《文史通义

评》、《中国史籍读法》；作为研究古代史必要工具的文字学

著作四种：《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

《〈说文解字〉文考》；指导学习先秦史著作一种：《经子解

题》；读史札记两种：《燕石札记》、《燕石续记》。他用新方

法整理了旧史实。

当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还

没有诞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展，我国绝大部分知识

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抱着怀疑态度的时候，吕思勉却

已经认真学习，从思想上肯定了这种认识世界的科学方

法，而且用实际行动贯彻在他的史实整理和史学著作中。

他惊呼：“马克思其圣矣乎！以其所言，推诸万事而皆准，

匪独经济家也！”

胡适在１９２０年《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否定井田制

度的存在时，他用新方法整理和再现旧史实，在同年５月

的《建设杂志》上发表了长达七千字的学术论文，严予

驳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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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１９２３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阴

阳五行说起源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由邹衍首先传播时，

他第一个站出来，用新方法整理和再现旧史实，在同年２０

卷２０号《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

历》，反驳了梁氏的这种主观唯心的臆断。

章太炎撰文流露出抵制西洋物质文明的保守思想时，

他在１９２０年发表的《沈游通信》中，用新方法整理、分析旧

史实，阐释了“资本社会之破裂，其原因即存于资本社会自

身之组织”，批评了章氏视野的短浅。

文言白话的使用还在争议、国内还没有出版过以自学

青年为对象的通史时，他却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在长期

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写成我国第一部自修适用的《白话本

国史》，在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定稿付印。

唯有运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

目。正因为运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敢于担当史学革命的

先驱，才使他的著述在史学研究领域里熠熠闪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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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的史学观

吕思勉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６岁从师

读书，１２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了《纲鉴易知

录》、《通鉴辑览》和《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史书，对中

国历史有了大概了解。１５岁考入阳湖县学（秀才），开始

自学《资治通鉴》、《明纪》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还精读了

段注《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

的得力工具。吕思勉用了２年多的时间，按顺序将经、史、

子三部读完，集部读了一半，从而掌握了中国古代学问的

源流派别和重要著作的内容概要。

吕思勉在阅读古文献的同时，十分关注新文化、新思

想。１８９６年梁启超在上海主笔《时务报》，吕思勉被他通

俗流畅、气势恢宏的时论和变法、维新思想所吸引。１８９８

年的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成为吕思勉心目中的楷模，

他们的治学思想对吕思勉影响极深。吕思勉在《自述》中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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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学问宗旨上，受康南海吕思勉的影响最深，而梁任公

吕思勉次之。

遍读《二十四史》。吕思勉１５岁开始读正史，先后读

《史记》和《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又读《文献通考》、

《三通考辑要》、《通志》二十略，为今后研究古代典章制度

及其沿革打下了扎实基础。２１岁，受元史专家屠寄影响，

开始读辽金元史，后又读完其余诸史，２３岁首次读遍《二

十四史》。此后，以《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

研读了三遍以上。

学习马列主义。１９３０年，吕思勉开始留意有关马列

书籍。通过长期的治史经验和对社会的理解，吕思勉用唯

物论的观点阐明我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演变，提出中国旧史

太偏重政治，忽视经济的批评。抗战后，吕思勉读了较多

的社会主义书籍，自身的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

进。在《中国史籍读法》一书中说道：“马克思的学说观察

社会的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的方向，而

决定应行促进之法，这自然是最有用的了。”

执教于常苏沪沈。１９０５年，吕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

小学堂开始了教书生涯。１９０７年常州府中学堂首任校长

屠元博聘请吕思勉任史地教员。１９１０年到张謇创办的南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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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国文专修馆执教。１９１２年受聘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

校。１９１４年后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辑。１９２０年远

行至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此间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说

道：“颇愿散布革新之种子于数青年之心中，辗转流布，必

有数人受其影响。”

创办光华大学。１９２５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圣约

翰大学暨附属中学师生参加爱国活动，美籍校长蛮横撕毁

我国旗，师生５７０余人愤然离校，谋自办学校。王省三和

吕思勉捐地百亩，张寿镛、朱经农等积极筹备，成立私立光

华大学暨附属中学。“光华大学”取于古诗《卿云歌》“日月

光华，旦复旦兮”句，体现了创办者振兴中华，反对列强，光

大中华民族精神的宏愿。１９２６年９月，光华大学开学，云

集了一批知名学者前来执教。吕思勉亦毅然进入光华，为

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出力。他创建历史系，并任系主任兼教

授。直至１９５１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１９５５年吕

思勉被评为一级教授。

光华大学建校２６年，先后入校学生达１４０００余人，完

成大学学业获得学位者２４００余人，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

了许多优秀人才。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邓拓、

中科院院士徐缮、著名学者叶圣陶、周而复、赵家璧、张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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