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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 (( 20 世纪儒学遇志 》分为 (( 20 世纪儒学通志 · 纪年卷 上(( 20 世

纪儒学通志 · 纪事卷 》 莉] (( 20 世纪儒学通志 · 学案卷》兰部分。《纪年

卷 》记录每年发生的与儒学有关的事情，包括与儒学有关的重要学者的

生卒 、重要论著的发表、重要组织的成立 、政府层面对儒学的态度等。

《纪事卷 》记录对儒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包括事件产生的原

因、经过 、结果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学案卷 》分上、下两册，以学案

体例选录儒学发展中重要人物的代表论著。其人物取舍原则是 :政治

人物基本不选，只选学者。学者分三个层次: 一是以儒学为信仰的学

者;二是研究儒学的学者 ; 三是批判儒学的学者 。 前两个层次是选取的

重点，后一个层次只选代表性人物及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论著 。

二 、 (( 20 世纪儒学通志 》涵盖内容上起 1900 年 . 下迄 1999 年 。

三 、 (( 20 世纪儒学通志 》均按时间顺序编排， 其 中 《 纪事卷 》 以事件

发生的时间前后排列， (( 学案卷 》以重要人物的出生年月前后排列 。

四、 (( 20 世纪儒学通志 》所收录的论著，因体例各异，故在编辑时作

如下修改 :

1. 全部采用简体中文，横排格式 。

2 . 所收文字，原则上不作更改，原文有明显错误或手民误植者，由

编者径改 .不另 出 注 。 繁体字 、异体字均按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 》作统

一规范 。

3 . 各文注释一律采用脚注形式 。 原文小字注文， 一律改为单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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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加括号 。 后人所加校注、译注等，一律删除 。

4 . 各文一律改用新式标点 。 原文个别处有着重号者，或字体颜色

变化及加粗者，一律删除 。

5 . 各文中用中文或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数据、时间(世纪、年代、年、

月、日)、刊物(卷、期、号)等，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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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陈独秀发表《孔子与中 国》 ……………………… ……… (17)

1938 年(民国二十七年)

1.傅庆隆著《孔孟学说新体认 》 自刊出版 … ………… … … (1 18) 

2 . 毛泽东发表《 中同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1 19 ) 

3. 阿瑟 · 戴维 · 韦利翻译注释《孔子的 〈论语 > >>出版 …… ( 20) 

1939 年(民国二十八年)

1.钱玄同卒 …… …… …… … ……………………………… (21) 

2. "孔子诞辰纪念"典礼举行……………………………… 02 1 ) 

3 . 周谷城著《 中罔通史 >> H-\ 版 ……………………………… (21) 

4. 胡适主持美同匹兹堡大学孔子纪念堂揭幕典礼……… 022 ) 

5 . 武内义雄著《 论语之研究 》出版 ………………………… (22) 

6 . 复性书院成立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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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00 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年(请光绪二f六年)

章太炎著《植书》出版

章太炎 ( 1 869- 1 936) ，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

江余杭县南乡仓前镇人 。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 。①

l 月 ，章太炎著。自书 》木刻本出版②，该书是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前

后所写论文的结集，共收录论文 50 篇，涉及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领

域的许多重要问题，集中地反映了章太炎早期的民主主义观点和唯物

主义思想 。

关于 ((1应书 》的命名 ，章太炎解释说:埠，相迫之意 ，言其书"速鞠迫

言 "， 意思是为民族危亡的社会情势所迫而非说不可的话 。(( 1宦书 》中有

批判传统旧学 ，反对宗教神学的内容 。 该书引用日本远藤隆吉的话，说

孔子出于中同，是中同之祸 ，并将孔子定名为"古良史也"，而非"圣贤"

或..素王" 。 对《 论语 》进行了批判 : " (( 论语 》者盹昧……下比孟啊，博习

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 。"批评尊孔派的"苟务修古"，肯定先秦诸子的

历史地位 :吁l耐Il死而儒术绝，自明季五君之丧(谓孙奇逢、王夫之、黄宗

莲 、颜元、李颐也 ) ，道学亦亡矣 。"称赞王充之《论衡 )) : "怀疑之论，分析

百端……不避孔氏 。 i又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

也 。"该书还论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并且否定天命论说教"若夫天与

(_L! 关 f 4i 太炎史详细的介绍 . 参见本书《学案卷 )) (上)之 ..章太炎 j;/，l学学案"条目 。

e 关于((j[主 i'j ))初主IJ 木结集的 H才|可 . 这里采川了朱维铮先生的意 见 。 参 见《 章太没伞:集 》第

卷 .. 前言". I 海人民 :-H 版村 1 984 年版 . 第~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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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贝IJ 未尝有矣。 "

(( 11主书 》的 :H 版、发行，从一定程度开启了近代大规模批评孔子的潮

流 。 后来的吴虞、顾顿刚等批孔、疑肯人士都把此书视为精神师、头，为

中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供了反清革命的历史依据和现实理论武

器，被誉为中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战斗的文章" 。

(( 11主书 》后来多次作修订、调整 。 19 02 年， 删去含改良主义思想的

篇幅，增加宣传反清革命的文章 ，编为 6 3 篇 ，另"前录 " 3 篇 .于 1 904 年

在日本东京出版。 1906- 1 9 1 0 年间，又作修订，在 目录中增列 《原儒 》 、

《 原经》、《孝经说》篇 ，删去《族和IJ )) 、 《 封禅 》等 。 辛亥革命后，随着章太炎

思想的变化， 1 9 14 年再作修订，删除了原先一些具有革命内容的篇文 .

更名 为《检论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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