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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疑古思潮以及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辨运动

一直以来都是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长盛不衰的研

究课题，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涉足其中。先贤时彦

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积累也颇为丰厚，且时有新见

出现，持续不断地推动该论题的深化。以往从思想

史、学术史视角展开的讨论最多，焦点多集中在“层

累观”的思想来源和古史辨思想与“尧舜抹杀论”的

比较研究上。但从讨论的结果看，依然异见分歧，彼

此都未能做到餍服人心。笔者希望跳出这一争论漩

涡，别择一视角对这场运动进行一种“学术社会史”

的考察，主要想从学术实践的层面解答“层累观”是

否必然造成古史辨运动？“层累观”如何发展成为一

场影响民国史学深远的革命——古史辨运动？

一、“层累观”的萌芽和或将夭折的命运

在既往对古史辨运动的研究中，有这样一些结

论：“层累观”的诞生是在1923年顾颉刚的《与钱玄同

先生论古史书》中；“层累观”的诞生导致了古史辨运

动的爆发；甚至也有误认为《古史辨》的出版造成了

古史辨运动。其实这些观点大都来自于研究者不经

意的误会，根源是没有缕清从“层累观”到“古史辨”

的历史过程，没有将这一过程放置到当时历史环境

中作全息式的考察，更未能对当事人的心理动机和

行为方式进行“同情的理解”。

抛开“层累观”思想来源的争议不谈，我们无法

否认的事实是，顾颉刚在形成“层累观”的过程中，主

要从事三个方面的学术工作：第一，与胡适、钱玄同

关于疑古辨伪的讨论；第二，“整理国故”，具体是整

理“辨伪丛刊”与《诗经》研究；第三，思考商务印书馆

《本国史》的撰写并搜集整理材料。“层累观”不是从

天而降、一蹴而就的，是顾颉刚在相关学术实践活动

中逐渐酝酿产生并发展成熟的。这些学术活动与当

时北大学术生态下“史学社群”中的学术互动密切

相关。

从今天所见的资料来看，1920年 11月 10日左

右，胡适致信顾颉刚询问姚际恒《九经通论》是整个

古史辨运动的起点。后来顾颉刚将这封48个字的短

札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一篇，显然在他看来

这是“古史辨”开始的契机。胡适也说：“我这四十八

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

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

“古史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从学术实践的角度来理解

马建强

【摘 要】古史辨运动是顾颉刚个人学术生涯的突破，奠定其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础，也是现代学术体制

下学术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从学术实践的角度理解“古史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可以发现从“层累观”的萌芽到声势浩大且有史学革命意义的古史辨运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之所以“层累观”

能够“运动”为“古史辨”，得益于顾颉刚的“蓄意”和经营，期间“运动”新文化的老手钱玄同扮演了重要角色。

“古史辨”的“运动”过程，折射了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史学发展和学人治学的一个侧面，顾颉刚对现代学术体

制和学术传媒的运用是史学现代性的一个体现，也是他个人治学的宝贵经验，在其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他如法

炮制推动了学术发展也培养了史学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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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梦想不到的事。”①顾颉刚在回信中提到姚际恒的

《古今伪书考》，引发胡适倡议出版《国故丛书》，并嘱

顾颉刚标点此书。顾颉刚努力求备的个性致使在标

点整理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弄清了

“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和此前学界“已经

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②。从思想

发展而言这是顾颉刚对古代辨伪学史的初步梳理，

加深了他对辨伪学的学理认知，也启发了他的疑古

思想与勇气。

在讨论中胡适以“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③鼓

励顾颉刚，顾颉刚更加鼓足疑古勇气，进一步产生

“辨伪史”的想法。关于《古今伪书考》的讨论，在胡

适而言目的是整理《国故丛书》来实践“整理国故”的

口号，并非推动“疑古运动”，而顾颉刚则作为胡适实

施该计划的助手。于是顾颉刚计划以“辨伪丛刊”作

为《国故丛书》的一种，并从辨伪书转向了由伪书造

成的“历史事实”，即伪事、伪史。顾颉刚对胡适提出

要将过去伪造书里面完备的伪史系统加以辨析、改

造④。顾颉刚由整理“辨伪丛刊”(辨伪书)深入到“辨

伪史”，“辨伪”转向“疑古”是这场学术讨论的第一个

思想飞跃。

从《古史辨》第一册收录的通信看，胡适因发现

《东壁遗书》才从“辨伪书”转换到“辨伪史”，希望顾

颉刚超越崔东壁向不信经“进一步着力”⑤，并自述古

史观即：

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

做起。

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

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

的古史。

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

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⑥

这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非常响亮的告白，诸多

研究者认为胡适的“古史观”对古史辨的走向至关重

要。但实际上胡适的告白大刀阔斧，延续了《中国哲

学史大纲》上册中“截断众流”的气魄，在提出“先疑

后信”的基本信念外，并没有从具体的学术实践方式

上回应“不信经”。

钱玄同加入顾、胡之间的讨论对“层累说”的诞

生有直接推动作用，钱玄同个人思想的融入深化了

顾颉刚对疑古，尤其是疑经的认识。收在《古史辨》

第一册中的《论〈辨伪丛刊〉分编分集书》是所见的顾

颉刚围绕讨论与钱玄同第一次的通信，他表达了“辨

伪书”“辨伪事”同时进行的想法⑦，得到钱玄同的赞

同。钱氏认为：“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辨

伪的目的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

与善恶是非无关⑧。钱玄同的态度标志着以整理《国

故丛书》开始的议题正式转入以“辨伪疑古”为议题

的讨论，兼及“伪书”“伪事”。钱玄同明确指出的辨

伪求真理念在此后顾颉刚的思想中得到不断强化，

成为他实际尊奉的学术准则，也成为疑古运动的一

项根本学术精神。林庆彰指出，钱玄同的出场“指导

了当时古史考辨运动的方向”⑨。

钱玄同带着对“经”的疑问加入讨论，进一步扩

充了顾颉刚的辨伪领域，也指明了“不信经”的学术

实践方式。胡适转给顾颉刚的《钱玄同先生论崔述

书》中指出：“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

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

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

知一十了!”⑩钱玄同在 1921年 11月 5日给顾颉刚的

《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中强调经部辨伪“《伪经辨

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钱玄同兼通古今文，

但对两者都不满意，对顾颉刚说：“我们今天，该用古

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

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

的真相。”这对顾颉刚而言提出了“一个极锐利、极彻

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

此时因为接受商务印书馆编撰历史教科书之

请，顾颉刚带着辨伪—疑古的思想进入到上古史领

域，这一时期抄录以备作史之用的史料体现了他的

“不信经”，在“舜故事与戏剧规格”一则中他记录了

根据经书梳理的舜的演变：

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君主。《论语》

上，问孝的很多，孔子从没有提起过舜。到孟子时便

成了一个孝子了……成了惟一的子道模范人物了。

想其缘故，或战国时《尧典》已流行了，大家因“父顽、

母嚣、象傲，克谐以孝”一语，化出这许多话来。更可

孔子时《尧典》还没有，所以孔子口里没有说到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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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的话。

11月 5日顾颉刚将其疑经发现告知钱玄同，内

容便是这则札记的具体化。11月 8日又致钱玄同

《论尧舜伯夷书》，以同样的思想方法考察了尧和伯

夷的故事。顾颉刚此时已开始怀疑经书，将经书所

载，按照时序看其演化，他将这种方式比作“戏剧规

格”。这实际就是“层累观”的萌芽，在 1921年 11月
左右已经形成，体现在他编上古史的思路中则是将

《诗》《书》《论语》中的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

《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据他后来说，正是在此

过程中他“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

的问题!”建立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

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假设。

可见，经过接近一年围绕辨伪疑古的讨论，顾颉

刚疑古思想的核心“层累观”已成型。但这并不必然

决定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影响中国史学界至深的学

术运动“古史辨”的出现，也难说顾颉刚会凭此获得

未来在学界立身的“资本原始积累”。顾颉刚当时认

为以钱玄同的资质、胆量和深厚的旧学底子，是推动

此事的最佳人选。但与诸多北大学人共同推动的

“打冒牌孔家店”(指新文化运动)相比，胡、钱、顾三人

合作的“打老牌孔家店”(指疑古辨伪)困难重重，原因

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其一，截至此时，讨论局限于胡、

钱、顾三人，是属于内部的学术思想交流，不为外界

所知，势力单薄；其二，胡、钱、顾三人各自的处境没

有为推动学术运动提供机会，胡适太忙，钱玄同太

懒，顾颉刚疲于生计。面对这样的现实，这场三人古

史讨论的结果和顾颉刚萌生的“层累观”的命运随时

可能夭折。

二、“蓄意”辩论古史和古史论潮的兴起

1923年 2月顾颉刚收到钱玄同“论辨伪及京校

状况”的信，此时三人围绕“辨伪疑古”的通信讨论沉

寂一年，这封信让顾颉刚对这场讨论的复活甚至酝

酿更大的学术运动带来希望。顾颉刚后来说：“我和

他已经一年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

的长信，很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于是以一整

天的时间“写了一通复书”，“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

解写出了一个大概”。这封信即1923年2月25日顾

颉刚给钱玄同的回信，直接催产了“古史辨运动”。

顾颉刚所谓“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便是“层累地

造成的中国古史”。信中顾颉刚围绕尧、舜、禹的历

史记载，提出古人对于上古历史不断扩充，亦即“层

累”的过程：“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

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

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这是顾颉刚首次对外

公布“层累观”，也依然是通过私人信件的方式，顾颉

刚还觉得“这信恐怕写得凌乱没有条理”，他的目的

是希望钱玄同对“层累观”有所评论、指教，亦希望凭

借钱玄同来推动“层累观”爆发学术影响。

但是这封信发出两个月都没有收到钱玄同的回

复，顾颉刚不想自己两年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

史”的愿望再次落空，所以很想“逼上一逼”，“逼”

的方式是在4月27日将信中辩论古史的文字抄寄发

表于《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即《与钱玄同先生

论古史书》。此前近两年半，顾、胡、钱三人交流辨伪

疑古学术观点的方式主要是私人函札，但《与钱玄同

先生论古史书》通过现代学术体制下的报刊公开发

表，将私人论学放置到公开的学术讨论平台，方式的

转变彻底改变了这场讨论的命运和影响，使得存在

于几人脑中的思想，顿时成为公开的学术言论，得以

有机会引起更多人的讨论和公众的注意。

顾颉刚所谓的“逼一逼”，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行

为，而是他“蓄意”辩论古史的愿望遭遇钱玄同冷淡

对待所采取的策略。他在信末说：“所以就把这篇信

稿抄在这里，做我发表研究的起点。我自己知道既

无学力，又无时间，说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发表这

篇，引起了阅者的教导和讨论，使我可以把这事上了

轨道去做，那真是快幸极了!”信中所称“阅者”指向

钱玄同，也指向更广泛的读者。于是第二天顾颉刚

在信后加入了一个《附启》，其中有一段话非常重要，

足见其策划发动“古史辨”的良苦用心，但很遗憾因

为后来他编《古史辨》时将这段话删去，至今无人注

意。《附启》内容如下：

玄同先生：

这封信发后，没有接到回复，使我记挂得很：不

知道先生的没空呢？还是这封信没有讨论的价值

呢？上一次和先生讨论《论语》上的尧舜伯夷以后，

先生说复信已经写了十六张，还没有写完。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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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写完了没有？如能写完了寄给我，或在《努

力》上回复我，不胜感盼之至……

《附启》是用来公开发表的，是向钱玄同“逼宫”，

要他作答。当然顾氏还有一封不公开的信给钱玄

同，信中更明确了其用意：“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

年了，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这大原故由于没有什么

发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辨论，和自己的勉励。如能由

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

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必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

基于对当时学术生态与学术机制的了解，顾颉刚对

于“发表”可以引起辩论和自我勉励的作用有很强的

自觉，因为辩论将引来更多的关注，既使批评亦有助

于自身认识深化、扩大影响，自我勉励对于顾颉刚作

为年轻学者的学术自信、学术积累也尤为必要，所以

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针对《附启》顾颉刚解释

说：“篇末略施狡狯，并无他故，只是希望先生多多发

表意见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顾颉刚接受钱

玄同邀约为北大《国学季刊》撰文，曾表示所撰文章

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但顾颉刚最终选择将

该观点发表在《读书杂志》，也是出于顾颉刚的慎重

思考。《国学季刊》是北大国学门所主办的刊物，胡适

任编辑委员会的主任，但胡适执笔《发刊宣言》时因

“代表全体的”，“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

量”，对此时他们讨论的“疑古辨伪”避而不谈、秘而

不宣。顾颉刚很难利用《国学季刊》推动一场他蓄

意已久的辩论。再者，《国学季刊》属于季刊，规定的

发刊时间是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倾向发表较为系

统成熟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初创阶段发行量不大而

学术影响力尚且不够，此时已近四月底，第一卷第二

期也恐怕赶不上。而《努力》由胡适创办，以丁文江、

蒋梦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核心，是讨论政治、思

想、文艺的现代公共媒体。《努力》因为讨论“好人政

府”“科玄论战”，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具有很大的影

响力，一期可发行8000份。《读书杂志》作为副刊，每

月第一周发刊，相当于是月刊。其学术影响力和发

刊频次正合顾颉刚的心意，因此在致钱玄同的信中

他说：“《努力》销路很好，可以造成风气。”

1923年5月6日《读书杂志》第9期刊发《与钱玄

同先生论古史书》，5月22日顾颉刚收到胡适快信转

来的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的疑问》，直到6月18日顾颉刚才收到胡堇人的《读

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此前顾颉刚无法确定

会有多少人加入这场讨论，也无法预估这场策划的

辩论的效果，有其他人加入讨论在其意料内，但绝不

是他最满意的结果。他最希望的是曾经与刘半农唱

双簧“炒作”《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王敬

轩”——钱玄同能够与他一起合作推动“古史辨运

动”。根据钱玄同日记，他在 5月 9日就“拟作长信

复颉刚论经书事”，因“心绪甚乱，竟不能下笔”，后

来在25、26、27日三天完成答书。根据日记前后可见

的他与负责《读书杂志》编务的章洛声往来，钱的答

书应该是直接交付章发排。高一涵在5月30日致信

胡适说：“《读书杂志》暂延一周。”信中没有说明原

因，应该是因等待刊发钱玄同的答书，这即是刊发于

《读书杂志》第10期的《答顾颉刚先生书》。

顾颉刚为后续《读书杂志》上的讨论颇费经营与

策划的苦心。5月28日致胡适的信中顾颉刚说：“答

刘君一文，我的意思甚多，连原书当有二万余字。不

知十一期的《读书杂志》能出两张否？”意思是希望

写完答文与刘掞藜的文章对质，共同发表。6月 15
日顾颉刚日记记载：“写玄同先生、伯祥、章洛声信，

均为《读书杂志》文字一事。”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他

对《读书杂志》的讨论规划如下：“《读书杂志》如出两

张，共二万六千字，刘君一书七千字，先生再答我书

有多少字？我想如有五千字，则共有一万二千字，我

应做一万四千字。时间已促(廿二、三号即须发出)，
不及往返商酌，请先生即作五千字，我即作一万四千

字罢。”从规划来看，顾颉刚计划将钱玄同、刘掞藜

和他本人的文章同登一期，以达到辩论的交锋和规

模效应，推动辩论走向高潮。但是 6月 18日顾颉刚

收到胡适的来信说：“《读书杂志》难出两张，惟有于

第二周再出一张。”同时还有胡适转来的胡堇人的

驳论文章。基于情况变化，顾颉刚改变了原有的出

刊计划，在6月20日给胡适的信中他说将刘、胡的文

章一并刊登，并表示“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

才可逼得我一层层的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

得”。顾颉刚于6月20、21日赶作了篇幅较短的《答

刘胡两先生书》，并寄给了章洛声发排。因为有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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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出现，顾颉刚此时对于古史讨论的进行颇有一

番信心，对胡适保证“有古史的问题讨论，以后《读书

杂志》的稿子不会少，只会多了”。6月 25日，在北

京的钱玄同就从章洛声处得知：《读书杂志》中将有

“刘掞藜与胡堇人二君驳吉冈[颉刚]论古史的文章和

顾的答信”。不过此时尚未排出清样，所以章洛声

对钱玄同说“尚欠二千字光景”，希望他补白。当天

钱玄同便开始看刘、胡的文章并拟作文，于26、27两
日写成《研究国学应该知道的事》，预备同期发表。

到30日钱玄同才得知《读书杂志》已经印出，他的文

章排不下。最终《读书杂志》第11期刊出了刘、胡的

驳文及顾颉刚的回复。顾颉刚的《答刘胡两先生书》

一文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学术应答，而是一个

学术广告，以吸引读者持续关注：

(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与夏有没有关系？(3)禹
的来历在何处？(4)《禹贡》是什么时候做的？(5)后稷

的实在如何？(6)尧、舜、禹的关系如何？(7)《尧典》、

《皋陶谟》是什么时候做的？(8)现在公认的古史系统

是如何组织而成的？以上的题目当在一二月内做

毕，登入《读书杂志》。

最终《读书杂志》8月第 12期刊发了钱玄同的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和顾颉刚的《讨论古

史答刘胡二先生》之前三部分。这是钱与顾两位对

刘、胡两人驳文的正式回应。至此，顾颉刚成功引发

钱玄同在《读书杂志》发表两篇文章，并有刘、胡驳论

文两篇，加上他自己的文章，共同推动了《读书杂志》

上辩论的交锋，同时也把这场计划精密的辩论推向

了高潮。第12期发刊后，很快刘掞藜又发来针对顾

颉刚论禹的《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此文被刊于第

13期，文中刘掞藜说道：“自《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先

生那‘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很引起我们的疑问

后，在第十期上又读到玄同先生答先生的书”；“及到

十一期十二期始有先生答复我们的书”，“第十一期

所载，只仅仅表明先生对于古史的态度”；“第十二期

始有正式答复我们质问的文字”。还表示因《读书杂

志》篇幅有限，对顾颉刚预告的答复之问“早日一睹

为快的心陷于渴望的情境”。刘掞藜在信中肯定了

辩论疑古问题的价值，乃是尽历史学者的本分，“在

下几期《读书杂志》将陆续登载的答书，若有不得不

与先生讨论之点，仍当逐期奉商”。

因积极回应并推动辩论，顾颉刚对刘掞藜惺惺

相惜，在第14期《读书杂志》中刊登了《启事》说：“读

刘掞藜先生《再质》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寻

觅这样的一个伴侣而不可得，现在竟得到了”，“仍希

望刘先生陆续辩驳，愈驳得猛厉我愈感谢”，“更希

望再有许多人加入我们的讨论”，以集众分工的方

式，将古史糊涂账弄清楚。顾颉刚的这番公开喊话

颇有煽动性，又体现了他真实的希望。《读书杂志》从

第11期开始顾颉刚的原计划应该是一期登钱玄同、

顾颉刚的文章，一期登驳论文章，持续保持论战交锋

的态势，不断吸引关注与加入论战，双方你来我往辩

论式的讨论持续到1923年底的第16期。

此后，因《努力》停刊，加之钱玄同、刘掞藜没有

继续提供辩论文章，顾氏也因自己的工作生计不能

兼顾，《读书杂志》上的辩论暂告停止。并不希望就

此结束讨论的顾颉刚便拉胡适出面圆场，他写信给

胡适称《努力》上的“好人政府”“科玄论战”都得到胡

适的批评，“古史问题如能即由先生批评一下，那是

最好的结束了”。最终延期到1924年2月22日出版

的《读书杂志》终刊号刊登了胡适的《古史讨论的读

后感》，结束了“古史辨运动”在《读书杂志》上的

论潮。

顾颉刚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使得原本可能夭折

无闻的“层累观”得到了在知识界公开亮相并引起关

注的机会，顾颉刚促成《读书杂志》上的古史论潮。

虽然没有达到顾颉刚心中所设想的结局，但相较于

上一年底“层累观”的命运而言，已是巨大的飞跃。

三、顾颉刚对扩大“古史论争”及学术影响的

经营

1923年底顾颉刚从南方回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

学门复职，从这一时期他的日记和给友人的信中可

见，他一方面要求生计、一方面又要在学术上开拓，

还要应付各种差事，内心承受着生活挤压学术的剧

烈痛苦，并为推进古史研究充满焦虑。

回到北大的顾颉刚始终寻找继续推动古史论潮

的机会，《国学季刊》进入其视野。1923年6月，顾颉

刚曾向胡适、钱玄同表达将自己古史研究成熟的意

见刊登于《国学季刊》，推倒“尧、舜、禹在历史上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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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大大的鼓吹辨伪的事”。“鼓吹”是顾颉刚常常

使用的词，意在宣传、广而告之、引起大家的关注，目

的是营造一种学术风气。此时《读书杂志》尚未塌

台，顾颉刚设想中有两个可供其发表的言论机关：

《读书杂志》侧重讨论，《国学季刊》备为发表经过辩

驳修正后的研究成果，两者互相配合推动论潮。因

此，他回到北大后，胡适邀请他编辑《国学季刊》时，

他很积极地答应，并提出办“崔东壁号”。

崔东壁是胡、钱、顾三人疑古讨论中的一个核心

话题，也是启发、引导顾颉刚将疑古步步深入的重要

历史资源。发起“崔东壁号”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

“鼓吹辨伪”。顾颉刚非常清楚刊物对于推动学术讨

论的便利，1924年初他便以沈兼士邀请他为编委的

契机，写信请胡适推荐，“因有此名义，易向人拉稿，

其他接洽亦较为便利也”。就在同一天他给钱玄同

的信中，便开始为“崔东壁号”向钱玄同拉稿，并说：

“我意‘东壁号’不必定说东壁一人”，“我们就借‘东

壁号’作一‘辨伪号’，何如？”此时，顾颉刚希望以

《国学季刊》进一步推动疑古辨伪论潮，用意已经很

明显。几天后给钱玄同的另一信中，提出了“改管

《季刊》之事”后对《国学季刊》的发展规划，希望钱玄

同写文支持，“做一篇文章揭破《说文》的黑幕”。这

是针对《读书杂志》刘掞藜以《说文》对顾颉刚的驳

难。钱玄同长于语言文字学，如由他来“揭破《说文》

的黑幕”，则《读书杂志》上受人攻击的顾颉刚便颇有

扳回一局的希望。实际对于《说文》的讨论正是《读

书杂志》上顾颉刚受驳斥的症结所在，也是他论证薄

弱的一个方面，成为了顾颉刚的心病。遗憾的是因

为经费无着，《国学季刊》的出版一拖再拖，直到1926
年顾颉刚离开北京时他所希望的“辨伪号”也没能

出刊。

1923年5月至1924年2月《读书杂志》上的讨论

进行了10个月之久，这期间加入讨论的主要是顾颉

刚、钱玄同与刘掞藜，胡适做了总结。顾、钱、胡均是

北大学人代表北方新文化流派，学术路径趋新激

进。刘掞藜则出身南高，与“学衡派”关系更为密切，

学术路径较传统保守。这两派对古史的根本性态度

上有着很大分歧，顾颉刚的“层累观”在当时胜在观

念的新奇、冲击力之大；刘掞藜胜在具体举证上对顾

氏的批判。“南高—东大”系的领袖人物柳诒徵的史

学观念一向保守，反对疑古。早在 1923年 3月柳诒

徵发表《正史之史料》便透露了批判疑古的态度：“今

人读古史，动辄怀疑，以为此为某某作伪，此为某某

增窜，嚣然以求真号于家。不知古人以信为鹄，初未

尝造作语言以欺后世。若谓今人始善考史，昔之人

皆逞臆妄作，则由未读古书，不详考其来历耳。”此

前刘掞藜也写有《儒家所言尧舜禹事，伪邪？真邪？》

一文，因此“南高—东大”系学人与顾颉刚进行辩论

背后自有学理主张所在。正因如此，或在于扩大辩

论中己方观点的影响，1924年 4月南高史地研究会

主持出版的《史地学报》第 3卷 1、2合期刊出了柳诒

徵针对顾颉刚辩论古史文章的驳论文《论以〈说文〉

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同时转载了刘掞藜发表在

《读书杂志》上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

书〉的疑问》，并附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顾

颉刚先生书》《答刘胡两先生书》三文。此后《史地学

报》在 10月第 3卷 3期、12月第 3卷 4期及 1925年 5
月第3卷6期的特设“古史讨论”专栏，将《读书杂志》

中顾、钱、刘的辩论文章全部转载。《努力》是北方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言论阵营，《读书杂志》的影

响力也是北方甚于南方。而《史地学报》以“南高—

东大”学人为阵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影响力

则是南方甚于北方。《史地学报》在《读书杂志》讨论

结束后，又以一年时间对这场辩论进行了“温故”，这

种学术媒体“南北呼应”无疑扩大了辩论的影响范

围，提升了学术影响力。当然这不在顾颉刚的计划

内，而是《史地学报》学人帮忙宣传罢了。

柳诒徵的文章针对顾颉刚引《说文》为例证，说

禹“为九鼎上所图之怪物”，言辞颇不客气，指责说

“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甚少不为通人所笑矣”，“不

明《说文》之谊例，刺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于疑

古，实属疏于读书。……今之学者欲从文字研究古

史，盍先读熟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

乎？”顾颉刚的论证出于一时假设，是他在古史辩论

潮中的软肋，他认为柳文是“为我而作”不得不辩。

顾颉刚的回应，便是利用自己主持编辑的《国学门周

刊》以第15、16合期定为“说文证史讨论号”，转载、发

表了柳诒徵、顾颉刚、疑古玄同(钱玄同)、魏建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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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等文章，目的就是针对《史地学报》。顾颉刚发表

了《答柳翼谋先生》，针对柳的诘难，他率先表明“这

和我的辨论古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虽然用《说文》

做证据是以“后代的材料来说明前代的观念”，但这

只是假设，“决不愿把它作为确实的证据”。针对柳

“疏于读书”的批评，顾颉刚则回应称许书和清儒著

述只能作为研究材料，“并不能供给我们以学问的准

绳”。顾颉刚认为他与柳诒徵的根本分歧在于治学

精神不一致。顾颉刚将与柳诒徵的辩论之文送给钱

玄同看，得到钱氏大力支持，虽然钱玄同对于柳的批

判是以回信的方式表达给顾颉刚，但这封信的目的

就是要用于发表，而且钱玄同也特意署名“疑古玄

同”来表明立场。他与柳诒徵的争锋相对是为顾颉

刚站脚助威。除此以外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的文章

《新史料与旧心理》以及容庚的《论〈说文〉谊例代顾

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两文也都是旗帜鲜明地站

在顾颉刚的阵营。《国学门周刊》以两期合刊专号的

形式表明立场，专号的设立出自顾颉刚回击柳诒徵

批评的需要，柳诒徵的文章被顾颉刚所组织的团体

力量围攻，这是围绕古史辨的第三次论潮。

四、结语

回到历史现场，所谓的“古史辨运动”实际应指

1923-1926年间围绕“疑古辨伪”发生的三次论潮，第

一次由顾颉刚精心策划、主导在《读书杂志》上进行，

改变了“层累观”夭折的命运，造成了围绕古史讨论

的第一次学术交锋；第二次是南高学人在《史地学

报》上的“古史讨论”专栏转载《读书杂志》的辩论并

对顾颉刚提出新的诘难，这让“古史辨运动”持续增

温，影响力从北方扩展到南方；第三次是顾颉刚回击

《读书杂志》的诘难在《国学门周刊》策划的“说文证

史讨论号”。如果从策划人顾颉刚而言，还应当包括

未能面世的《国学季刊》“辨伪号”。从具体学术实践

的角度详考“古史辨”“运动”起来的始末，不难发现

并不如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从“层累观”到“古史

辨”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历史真实远没有那么简

单，局限于胡、钱、顾三者私人通信的古史讨论极有

可能夭折，存在于个人脑中的“层累观”转为声势浩

大持续三年的“古史辨”论潮得益于顾颉刚的“蓄意”

和经营。在《新青年》上“运动”新文化的王敬轩——

钱玄同在“运动”古史辨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这体现了现代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顾颉

刚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见证者，在“新文化运动”诸

位导师的示范下，充分了解现代学术体制对于推动

学术的作用，并熟练地运用了学术舆论机关。将“层

累观”“运动”为“古史辨”，是顾颉刚在现代史学生态

中的一次成功展演并且得以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占

得一角，这一过程体现了他的学术事业心和对现代

学术传媒特性的敏锐把握。此后在“民俗学研究”

“边疆史地研究”中顾颉刚如法炮制，运用学术期刊

推动学术发展和培养学术后进。后来他曾回忆称

“我操着刊物的笔政，所以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为全国

人所传诵称道”，正是这种意识的体现。

注释：

①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 2册，蓝

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35页。

②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

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37、45、45、47、47页。

③胡适：《答书·胡适评语》(1920年11月24日)，《古史辨》

第1册，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2页。

④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1920年 12月 15
日)，《古史辨》第1册，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

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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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册，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2-23页。

⑦顾颉刚：《致钱玄同》(1921年 1月 21日)《顾颉刚全集》

第39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28页。

⑧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1921年1月27日)，《古史

辨》第1册，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4页。

⑨林庆彰：《顾颉刚与钱玄同》，《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7
期，“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0年9月。

⑩钱玄同：《玄同先生与适之先生书》(1921年 1月)，《古

史辨》第 1册，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版，第 27-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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