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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代史学宗师陈垣一生著述宏富$治学严谨$提出了很多精辟的学术见解%在宗教史研

究方面$注重对宗教典籍之外其他史料的运用是他治史学的一大特色$这与胡适大相径庭$两者产

生的一场争论耐人寻味%"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写于争论之后$也是陈垣众多基

督教研究著作中唯一公开谈论治学方法的一篇文章$文中运用大量档案&诗文等教外典籍研究明末

清初的天主教情况$体现了他在宗教史研究中的独到见解和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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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一生在诸多学术领域中都有卓著的建树"
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方面都有丰富的研究著

作%特别是在宗教史研究方面著述最多"影响也最

为深远"对中国宗教史学的建立与开拓有着杰出的

贡献%他治学严谨$见解精辟"强调搜集史料要&竭

泽而渔’"(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中

体现了他在宗教史研究中注重对除宗教史料以外其

他史料的运用的治学方法%

一"与胡适就#内典$与#外书$的争论

(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是陈垣

众多基督教研究论著中的其中一篇"原载于58;7年

(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3号%陈垣此文运用大

量档案$官书$文集和笔记等教外典籍研究明末清初

的天主教"这种研究方法大大扩充了宗教史研究的

史料范围"对宗教史研究有着突出的贡献%在这篇

文章写作之前"陈垣与胡适就宗教史研究中&内典’
现&外书’问题在来往书信中展开了一场争论"我们

可以从中看出两人治学方法的不同"也可以体会出

陈垣独到的治学见解及其写作此文的用意所在%
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唐代景教传入中

国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天主教的东传"不可

避免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产生冲突%明清时期关

于天主教的记载并不多见"除了一些由教徒记载的

以信教$护教为目的而留下的文献"如中国天主教徒

杨廷筠的(代疑篇)$署名&文都辣$徐恭义’的(祭祖

答问)以外"许大受的(圣朝佐辟)和徐昌治的(圣朝

破邪集)等文献中也有少数关于教外儒家士大夫反

对天主教的 记 载%5974年3月36日 清 廷 发 布&上

谕’准免查禁天主教后"基督教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和

内地许多地方迅速发展%到民初"基督教的研究著

作也渐渐增多"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为教会修史"如

5984年上 海 慈 母 堂 出 版 了 黄 伯 禄 编 著 的(正 教 奉

褒)%5988年王元深!王宠惠的祖父"曾为福汉会成

员"后随德国礼贤会传教士罗存德传教#撰写了(圣

教东来考)"5865年在香港出版"这本书卷首和卷末

分别有(景 教 东 来 考)和(天 主 教 东 来 考)%5835年

河北献县胜世堂出版了萧若瑟的(圣教史略)"这些

研究都是后来被学者们广泛征引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时的基督教研究与其他宗教的研究一样还停留在

宗教化的层面上"随着后来西方史学方法的传入以

及与西方国际汉学界交往增多以后"中国的宗教史

研究才慢慢走上了学术化的道路%同时大批敦煌文

书的出土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清档案的公布"扩

展了整个宗教史研究领域的史料范围"使宗教史研

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陈垣$冯承钧$王重民$张星

烺$方豪等一大批原来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优秀

学者也都转而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大量运用新发现的明清档案$官书等教外典籍

研究宗教史是陈垣治宗教史的一大特色%在宗教研

究中"&内典’与&外书’的问题历来都是从事宗教史

研究的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陈垣重视教外典籍的

运用"这 一 点 可 以 从58;;年 他 与 胡 适 的 辩 论 中 看

出%胡适在他的(四十二章经考)中认为汉代译经中

就已出现&佛’$&沙门’等名词"而陈垣则运用汉代君

臣诏令奏议称&浮屠’$&浮图’"而不言&佛’"&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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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反驳胡适的观点!认为现存"四十二章经#非
汉译亦非襄楷所引之汉译佚经$双方在来往辩论的

信函中都 涉 及 了%内 典&与%外 书&的 问 题$胡 适 在

"答陈援庵先生书#中认为鱼豢’陈寿’司马彪及范蔚

宗均为教外史家!他们的记载%皆未必即可证明其时

佛徒尚未用佛为通称&$因而他%以为先生过信此等

教外史家!而抹杀教中一切现存后汉译经及"牟子#
等!似乎未为平允&$(5)陈垣对此问题作了回答*%来

示又谓我过信教外史家!而抹杀教中一切现存后汉

译经及"牟子#等!诚然诚然$窃以为信供不如信证!
故每在教史以外求证!亦孔子所谓+孝哉闵子骞!人

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之意也$佛家记载如可信!
吾何为不信!奈其可信者甚少何$故常谓研求教义!
自当寻之内典!言求教史!不能不证之外典也$&(3)可

见!陈垣认为佛教典籍可信者甚少!从而不得不%证

之外典&$佛教如此!基督教典籍在陈垣看来又何尝

不是这样$他在"燕京开教略画像正误#一文中就指

出该书错误百出!%可谓滑稽之雄也$&(;)"燕京开教

略#中的画像将晚笑堂蔡襄改须而变成徐光启!以三

国时期诸葛瑾捧轴而成为杨廷筠!以三国曹操为李

之藻!只是 把 剑 去 掉 了!由 此 可 见 陈 垣 重%外 书&的

缘由$
宗教研究有教义和教史两方面!陈垣的宗教研

究主要是教史的研究!着重于研究宗教的兴衰及其

各时代政治’社 会 的 关 系!较 少 涉 及 宗 教 的 教 义 问

题$但他的宗教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宗教史领

域!也涉及到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特别是在抗战时

期他的著述中!这种风格尤为显著$例如他在"明季

滇黔佛教考#一书中就多考明季遗民%逃禅&之事!并
寓爱国之情于其中$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该书序中所

评价的*%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

之!实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世人或谓宗

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

事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

是书所述者言之--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

史读也$&(7)而胡适则不然!胡适对于禅学的 研 究 主

要还是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出发!他将禅学研究作

为其哲学史研究的一部分!(:)他在"禅宗史的一个新

看法#的演讲中就一再强调禅学运动在中国思想史

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禅学的发生是中国

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佛教史上一个很伟大的运动$&
%第一个意义是佛教的简单化’简易化.将繁琐变为

简易!将复杂变为简单!使人容易懂得$第二个意义

是佛教本为外国输入的宗教!在一千多年中!受了中

国思想文化 的 影 响!慢 慢 地 中 国 化!成 为 一 种 奇 特

的!中国新佛教的禅学$&(4)胡适从思想史的 角 度 研

究宗教史!从而不得不较多地倚赖内典!双方研究的

出发点不同!也是双方辩论的分歧所在!更何况对于

思想史的研究陈垣也是颇有意见的$蔡尚思在"陈

垣同志的学术贡献#一文中提到*%他曾亲自对我说*
+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

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他在58;;年

4月给蔡尚思的信中又说*%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
颇空泛而弘阔!不成一专门学问$欲成一专门学者!
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

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吃

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即归于消灭!无
当于名山之业也$&(;);::此虽是对弟子的循循教导之

语!然其中的话外之音!细心的人似也不难看出$陈

垣此话深意与58;3年4月3日胡适被德国普鲁士

国家学院/C$#11/&%Y-&+2IJ"(K-/2%-20函聘为该

院哲学史部通讯会员不无关系$据"吴虞日记#中记

载!此事曾轰动一时$当时的报章也登载*%德国普

鲁士国家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齐名$该学院会员!
能为世界著名之权威学者$柏林大学教授佛郎克近

在该学院提议!通过选举胡适博士为会员!实为东亚

第一人$&(9)作为当时颇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的一代

史学宗师!陈垣的内心想必是别有滋味$
胡适虽被陈垣视为%直谅多闻之友&!双方又多

推崇清代考据学方法!然两者的方法却仍存在很大

的差异$%讲方法是胡适一生治学的主宰&!(8)他一

生都在鼓吹其所谓的科学方法$他推崇清代汉学家

的贡献!认为他们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

法&!并总结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箴

言$胡适作为当时%开风气之先&的领袖!在主张积

极输入西方文明的同时!他的方法又不可避免地受

到西学的影响$这种在假设的前提下!通过归纳得

出结论的%科学方法&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

与陈垣的研究方法有显著的不同$正如桑兵教授在

"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一文所指出的*%所谓大

胆假设!小心求证!治学不免是找材料而非读书$前

者先入为主!后者水到渠成!这是胡适与王国维’陈

垣等人的主 要 差 别 所 在$&(55)对 于 胡 适 这 种 不 土 不

洋的%科学方法&!向以土法治学的陈垣内心自然是

难以认同的$更何况胡适往往为了标新立异!其科

学的方法所推导出的很多结论偏离了科学’客观的

轨道!这一点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不满!连一向与

胡适交往甚密的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柳田圣山等后

来也公开批评其研究的结论过于武断$
在关于"四十二章经#的论战中!胡适又扮演起

%魔的辩护士&的角色!大力鼓吹他的方法论!类似的

辩论在以后的%"水经注#案&以及中西历法的不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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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都可见到!此次辩论中关于"内典#与"外书#运
用的讨论$正好发生在%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

主教&一文写作的前一年$可见$该文实际上与这次

论战不无关系!
陈寅恪先生于58;:年就%从&文致函陈垣’"近

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

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

少矣)!今公此作$以此题材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针度

与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

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55+众所周知$二陈无论学

术交往抑或私交都非常密切$信中所提及的"近来日

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

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少矣)#$
实际上也道出了陈垣对当时日本佛学研究的看法!

当时日本是国际汉学研究的另一中心$日本佛

教研究在明治以后$采用西方的治学方法$以历史进

化论的方式,哲学的观念来研究$使之趋向于学术化

和艺术化$淡化了其中的宗教气氛!从当时日本著

名佛教学者如常盘大定,铃木大拙,高楠顺次郎,境

野黄洋,木村泰贤等人的著作及其与中国学者的交

流及来往信函中可见$但是他们多注重对佛教梵文,
巴利文原典,藏文译经等的研究$汉文藏经的收集,
整理,出版以及对佛教史迹的考察$对于佛教典籍以

外的记载却很少留意!由58;;年陈垣和胡适的争

论中就可以 看 出 陈 垣 对 于 佛 家 的 记 载 是 颇 不 信 任

的$他对日本佛学研究的不赞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何况当时陈垣以土法治学$在西学压倒中学

以及胡适等人鼓吹科学方法的世风影响下$虽然对

于西洋汉学的治学方法怀有景仰之心$但也蕴涵着

与国际汉学界争胜之意!*53+陈垣曾多次在不同的场

合表达了要将国际汉学的中心夺回到中国,夺回到

北京的意愿!例如刘乃和在%书屋而今号励耘&一文

中讲道5843年在中华书局的一次会议上$郑天挺先

生曾回忆道’"一九二一年在北大的一次集会上$曾

听陈老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及汉学$不是说巴黎

如何$就是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

学中心夺回 中 国$夺 回 北 京.#!*56+5:因 此$由 他 与 国

际汉学界争胜的心态来看$出于对日本汉学中佛学

研究的不满$是陈垣先生写%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

的天主教&的另一缘由!

!!二!陈垣治学方法在"从教外典籍

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中的体现

!!%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分上,
下两编$共53目!上 编 六 目 为’一,可 补 教 史 之 不

足/二,可证教史之偶误/三,"可与教史相参证#/四,

可见疑忌者之心理/五,反对口中可得反证/六,旁观

议论可察人言!下编六目为’七,教士之品学/八,教
徒之流品/九,教徒之安分/十,奉教之热情/十一,教
势之兴盛/十二,教徒之教外著述!在文中陈垣运用

大量的档案,官书,文集,笔记等教外典籍$订补了许

多教会史籍的阙漏,讹误$并阐明了明末清初天主教

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为宗教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广

泛的材料来源!%从&文中所体现的陈垣先生缜密严

谨的考证和他搜集,运用史料的方法对后人有很大

的启发!
陈垣的治学方法以考据方面最有成就!他的弟

子对其自述的治学历程这样写道’"他的全过程是’
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学$而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
则胡三省,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终于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生平在学术著作上的大成就$
仍然是属于清代以顾炎武,钱大昕等为首的考证学

系统!#*<+35严耕望曾在%史学二陈&中将陈垣的考证

方法归于"述证#的方法$认为"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

详瞻$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在纷

繁中见条理$得 前 所 未 知"新 结 论#!*5;+强 调 史 料 搜

集之详瞻确实是陈垣治史方法之一大特点$"竭泽而

渔#是他的一贯主张!"竭泽而渔#是指材料搜集要

求完备!他搜集史料范围极广$有正史,杂史,金石,
碑刻,方志,档案,文集,诗赋画谱,题名录等!这些

资料的运用自然是要经过校勘和取舍的!可见$教

外典籍用于治史相当不易!
%从&文中陈垣运用较多的是上谕,奏折及官方

文件!短短 一 篇 文 章$运 用 上 谕 奏 折 就 达 数 十 处!
例如$在开篇补教史之不足一目中$就以故宫文献馆

陆续在文献丛编中发表的雍正十年六月广东巡抚鄂

尔泰达奏广东省城设立教堂一摺来看当时在禁教的

情况下$天主教仍然兴旺的情形!实际上$陈垣把这

些档案运用于治教史$最典型的要数%跋教王禁约及

康熙谕西 洋 人&和%雍 乾 间 奉 天 主 教 之 宗 室&两 文!
前者陈垣从故宫博物馆文献部乐寿堂陈列的两份中

西两方禁教与传教的档案中勾勒出中西文化思想矛

盾斗争的一段重要史实!后者则是陈垣根据档案$
纠正了教会史记载中关于苏努的封爵和苏努斧子获

罪原因的错误!樊国梁译%燕京开教略&中认为苏努

为亲王$苏努之子则为世子$而陈垣根据懋勤殿雍正

朱批谕旨$指出"康熙末年苏努为贝子!六十一年十

一月$康熙崩$苏努始为贝勒!#教会史认为苏努父子

获罪的原因是苏努父子信仰天主教$维护天主教$又
说是有人诬告苏努参与了谋废雍正皇帝的阴谋!陈

垣则证明苏努获罪的唯一原因是帮助康熙第八子允

祀谋继立$而此事发生在雍正登基之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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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诗文的引用!"从#文征引了许缵曾早年

遣葬侍儿诗 其 一$生 绡 图 画 写 相 思!窄 袖 织 腰 似 旧

时%一片烟云迷蝶梦!五更风雨葬花枝%螟蛉婉转

随人泣!女伴叮咛絮语迟%屈指伤心寒食近!纸钱斜

带绿杨丝%&判断许缵曾因其母太夫人信教而幼年领

洗!而晚年则$征歌选色!放任不羁&!$终不敌世俗之

熏陶%&陈垣以此来纠正"江南传教志#所载之误%关

于许缵曾其人58;:年陈垣专作"华亭许缵曾传#!运
用许缵曾的诗文及其殿试策中的记载以证教史之误%

陈垣治学无论选题’构思’征引材料’论证!还是

语言行文!都细心琢磨!方法缜密!力求达到更加科

学的境界%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先生在"读陈垣

氏%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就称赞陈垣先生的研究

方法$为科学方法也%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
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核的旗

帜为标榜!然 其 内 容 非 学 术 的 之 点 不 少!资 料 之 评

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
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
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观"国

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然陈垣氏之研

究 方 法!则 超 脱 支 那 学 者 之 弊 窦 而 为 科 学 的 者

也%&*5:+可见!陈垣治学方法之缜密和科学为学术界

所公认%
如何运用教外典籍以及运用教外典籍的意义是

"从教外典 籍 看 明 末 清 初 的 天 主 教#一 文 的 主 旨 所

在%然而对大量教外典籍的搜集!需要广博的知识

才行!这固非数日之功所能达到%更困难的是教外

典籍在治教史中的运用!这种方法一般人恐怕无法

轻易把握%这正凸显出陈垣学术研究的深广%

三!陈垣宗教史治学方法存在的局限

从陈垣的很多宗教史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基本上

都是运用教外典籍!特别是档案等官方文件!这大概

和他任教育部次长时曾负责整理故宫明清档案’接

触到许多有价值的相关史料有关%他对内典的运用

相当少!且 多 是 被 纠 正 的 对 象%例 如"圣 教 史 略#’
"燕京开教略#’"江南传教志#等教内的记载!陈垣就

曾多次在其基督教研究论著中指出其中的错误%在

他看来!研究教史不同于教义的研究!更何况$内典&
颇不可靠!从而多求助于$外书&!这是他在前面与胡

适的论战中就曾强调过的%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牵涉到中外文化

交流的问题%因此无论内典或外书!除了中国史料

的记载应该关注外!西方许多重要文献都是基督教

研究中不 容 忽 视 的%而 陈 垣 对 材 料 的 搜 集 虽 说 是

$竭泽而渔&!但他所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汉文史料!

对西方文献和著作不曾涉及!例如法国汉学家高第

(O2%$J="$+/2$!5978?583:)的"西人论中国书目#
(H/@’/".B2-&K/%/-&)一 书!从 耶 稣 会’多 明 我 会’方

济各会’巴黎 外 方 传 教 会 等 资 料 来 源 方 面!列 举 了

54;8?5<59年间 大 量 原 始 资 料 条 目!总 共:4页 近

千条目录!而里面介绍的这些有关天主教的材料陈

垣可能都没有注意到%此外!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

如法国耶 稣 会 学 者 裴 化 行(O2%$/H2I&$+!598<?
587？)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Y#PC"$.21
+2’2=B/%2’21Z/11/"%&/$21+#‘L’2K/2-’2(5:57
?5:99)58;;+和"利玛窦与当代中国社会#*X2C2$2
Z&.B/2# /̂--/2.’&K"-/2.2=B/%"/12+2K"%M2IG1
(5:33?5456)58;<+这些相关成果似乎也甚少关注%
其中原因!一方面可能因为除了法国学者伯希和以

外!当时国际汉学界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并不多%另

一方面!也 是 因 为 陈 垣 除 了 日 文 外 不 懂 其 他 外 语%
陈智超说陈垣先生$除学医时学过拉丁文!懂得一些

日文!并因研究"元朝秘史#学过一点蒙文外!主要是

利用汉文史 料%&*54+陈 垣 先 生 专 用 汉 文 史 料 研 究 域

外之学!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这恐怕也与上面提到的

他欲与国际汉学界争胜的心态分不开%他在"元也

里可温教考#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此编宗旨!固在专

以汉文资料证明元代基督教历史也%&*5<+由此可见!
他并非不知道西方文献在宗教史特别是基督教史研

究中运用的 价 值 以 及 关 注 国 外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的 必

要!他也常常鼓励其弟子学习外文%他的弟子牟润

孙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一文中就提到,$他认为治

学不但要知古!更要知今%先师非常注意日本或欧

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他自己时时看日

本所编的杂志目录索引!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

际学术行情!以闭门造车为大忌%&*59+由此再回顾陈

垣的众多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时会发现他运用的

西文史料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倒颇有几分$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的豪气!且并不妨碍他在国内外史

学界一代宗师的地位%
但 是 宗 教 史 研 究 作 为 一 门 沟 通 中 西 交 往 的 学

问!专用中国的史料!而忽视国外史料的做法!在中

外学者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恐怕很难行得通!特
别是76年代以后随着大量西方传教档案的公开和

许多西方汉学家的优秀成果的出现!陈垣"从教外典

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中所主张的利用教外

典籍研究宗教史的方法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陈垣

在587:年以后停笔!桑兵教授认为与伯希和过早谢

世!使他失去 了 这 样 一 位 竞 争 对 手 不 无 关 系%*53+然

而他所倡导的这种治史方法受到了挑战是否也可说

是他搁笔的原因之一呢？其弟子牟润孙在"发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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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一文中

推究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之后就不再有中西交

通史研究成果出现的原因时就认为$%援老后来之放

弃中西交通史研究&与其说兴趣转变&不如说受了语

言知识的局限’()58*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佐证’
不管怎样&陈垣在学术研究上的突出贡献是不

可抹煞的’他在宗教史研究中注重对宗教典籍之外

其他史料运用的治学方法&虽然在后来随着对外学

术交流的深入而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时宗

教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陈垣本

人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独到的治学方法和精辟的

学术见解更是值得后辈学人好好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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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2条)

1.期刊论文 张荣芳 陈垣与陈乐素父子的学术传承--读陈垣致陈乐素书信 -学术研究2005,""(2)
    陈垣、陈乐素父子两人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陈垣通过言传身教,影响了陈乐素的学术道路.这些影响主要反映在学术思想的传承、

治学方法的传授和教书为人的教诲.

2.学位论文 董恩强 新考据学派：学术与思想（1919-1949） 2006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时期，也是现代学术建立与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学术与思想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流派纷

呈，名家辈出。本文以五四至1949年为断限，选取以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主流派别新考据学派作为考察对象，探

讨这个流派的学术渊源、学术宗旨、治学取向、治学方法以及对材料的态度，以求揭示新考据学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之所以成为现代学术主

流的缘由。

    新考据学派的学术思想渊源于“中学”与“西学”，主要体现在：清末民初思想界、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清代乾嘉学者的治学态度与治

学方法；西方实证史学、特别是兰克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国际汉学界的示范与影响。正是由于新考据学派的学术渊源有自，学殖深厚，博通古今，兼采

中西，这就为他们日后的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考据学派非常重视材料，认为材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提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更有甚者，如傅斯年，提出“史学即是

史料学”。因此，他们注重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研究材料，并对材料的范围、材料的运用等阐明看法。他们的材料观体现了新派学者的学术眼光与学

术认知。他们还认为，大凡新学问，大都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因而，他们重视利用新工具、扩充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从而产生了诸如敦煌学、甲骨

学、考古学及民俗学等新学科，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现代学术的发展。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方法。方法对于研究的至关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新考据学派不仅重视材料，而且注重运用科学方法考订材料、研究问题。他们所

运用的方法有同有异。诸如考证、比较等方法为史学研究中常见的方法，而历史演进的方法、假设与求证法为部分学者所用。他们在治学中还各自形成

了自己的方法特色，为学术研究树立了典范。胡适一生都在提倡科学方法，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口号，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王国维的

“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诗文证史”，陈垣高于乾嘉的考据方法，顾颉刚运用研究故事的方法研究古史，傅斯年由语言学入手研究思想史的方法等

等，均颇具特色。他们的治学方法同中有异，各有千秋，在新派学术园地里，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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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考据学派的史观充分反映了他们治学的宗旨、取向、态度与精神。在治学宗旨上，他们都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以学术为目的”，主求真而

不主致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认为学术应远离政治，不受现实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学术旨趣发生转向，讲求经世致用，在民族主

义高涨的时代中，学术的转向似有不得已的成分，但“致用”仍是以“求真”为基础的。在学术精神上，他们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他们所取得的

巨大的学术成就，并为后世所景仰，当与这种精神不无关系。在治学取向上，他们重专精的考据，而不主会通的史观。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新考据学

派成就卓然，影响深远。然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这些都在当时学人之间的品人论学和后世的研究中可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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