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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相比较于注重义理的宋明理学走下神坛，学界

渐兴以训诂、考据为中心的研究风气，至乾隆、嘉庆两朝达到

全盛，产生了所谓“汉学”，并最终达到了与先秦诸子学、两

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比肩的学术高度。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或派别，因其治学内容和治学方法与汉代学术

相近，故相对于宋学被称为清代“汉学”。

梁启超、王国维、钱穆等都对清代学术分期表达了自己的

看法。梁启超按照佛教生、住、异、灭四期把清代学术分成

了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吾观中外

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

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王国维则将其划分为顺康、乾

嘉、道咸以降三个阶段，“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

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而钱穆在《清儒

学案序目》中则从理学角度出发概括为晚明诸遗老、顺康雍、

乾嘉、晚清 7 0 年四个阶段。追溯其发展脉络，乾嘉时期汉学

复兴为当时的学术主流，出现了在学术发展史上据有一席之地的

乾嘉学派，其兴起必然并非是偶然的历史现象就可以解释，更

多的应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1  乾嘉汉学的兴起成因

关于乾嘉汉学的成因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各有见解，

总的来说可将其归结于两大方面即外在客观因素和内在学术自身

的发展，以及三个因素即政治、经济和学术发展。

1.1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自清军入关后，为稳定政权，清政府自顺治元年至康熙十一

二年以后的时间里，曾先后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利用、高压以及

怀柔政策，其中高压与怀柔政策的实施对当时的学风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历史的过往经验证明，政治环境对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

相当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时人皆不敢妄议朝政，唯

恐祸从口出而招致灭顶之灾。对于清初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也因

此转变风向，逐渐走向了朴实考证经史之路。与文化高压政策相

配合，清政府同时采用怀柔手段以开创适应自身的思想文化形式。

一方面重开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延揽知识分子编纂《四库全书》。

凡此种种政策措施，清代学者渐入考据汉学的圈子也是顺理成章。

除去清政府文化政策这一方面的影响，还应注意的一点是明

末清初社会巨变所引起的学术发展方向上的影响。“异族”入侵，

朝代更替给汉族学者的思想震撼是具有一系列后续反映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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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鼎革”而觉醒的民族意识不仅让当时的学者对宋明理学的合

法性产生了质疑，而且经反思后产生了要为社会国家的现实要求

而发展学术的想法，也就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这无疑是学术

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囿于思想眼界的局限，他们在对取代程朱

理学的新理论的探索上仍专注在儒学这一棵树上。另外，自汉以

后，历代学者越发以己意解经而偏离了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所

以清代学者在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重视起训诂

考据这一恢复经典的学术途径或者说方法，但其本意仍是由考据

而明经，由明经而达道，从而重筑理论以挽救社会危机，因而这

般宏图大志最终停留在训诂考据的层面上不免令人扼腕叹息。

“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凡

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

乾、嘉间考据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考据学这

一学术形式，要求比较安定的环境才得以顺利进行，而康、乾、嘉

三朝年间，社会安定、物力丰裕，对图书的刊刻、整理和传布大

有助力，所以考据学能够在乾嘉年间兴盛至于巅峰，并非偶然所

致，也无外乎梁启超能发此言。

1.2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库全书总目·经学总论》中：“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

学，两家互为胜负。”从儒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训诂之学（汉学）

和义理之学（宋学）交替发展——解释汉学兴起的原因。宋明理

学兴起源于应对佛、道心性理论的挑战，以重塑儒家人文精神的

信仰。但及至明中叶，理学“空谈误国”弊端显现，一些学者即

回到汉唐训诂考据的老路。章太炎认为：“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

余华；多忌，故诗歌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

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

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理学发展此时已近枯竭。余英时也表

示，宋明理学自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尊德性”的哲学取向已经

发展到了尽头，因而才转向了“道问学”的探索。钱穆主张“每

转益进”，与余英时一样，以学术思想承前启后的视角看待宋明理

学到清代汉学的转变。梁启超则将其概括为“理学的反动”，在他

看来，中国学术思想走向了与宋明理学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方面

是反理学思潮，另一方面则发展为重实证的考据学。

2  乾嘉汉学的派别及发展

章太炎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的基础上，最早提出将

清代汉学划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流派的创见，并在《清儒》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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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

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

任裁断。此其所异也。”清代汉学至乾嘉年间臻于鼎盛，梁启

超也认为“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

戴。……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

关于吴、皖两派的学术特点和异同，梁启超认为“惠、戴齐

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

也。”章太炎认为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

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

苏州诸学殊矣”。

2.1惠栋与吴派

吴派代表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出

身于官宦世家，世传经学，受其祖父周惕、父士奇家学影响，十

分尊信和推崇汉儒的说经。其言曰：“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

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

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

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

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3年。]其派治学方法，“凡古必真，凡

汉皆好”，这种反宋复汉的“汉学”大旗，虽壁垒分明，使之成为

当时学术界的主流，但也是这种盲从、偏狭、排斥异己的学术态

度使得自顾炎武之时而起的怀疑精神遭受挫败，可谓功过参半。

另一方面，除去对汉儒经说的固守之外，其学术研究还主张

对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求义理，成为汉学家共奉的治学宗

旨。对于魏晋以来的对经书牵强附会和随意曲解，他批评道：“盖

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禘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

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谞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

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针对这种浮虚玄远的学风，惠栋强

调治经必须从声音训诂、校勘考证的基本功入手，在其倡导之下，

原是附属于经学研究的“小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清代学术也

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

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

2.2戴震与皖派

皖派代表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识

断精审，是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者。他与惠栋亦师亦友，承其由

文字音韵训诂以明义理的主张，尤为强调对义理的重要性。在《孟

子字义疏证》中指出：“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

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其作

学问，强调“志存闻道”，对大多数汉学家墨守古经传注，绝

口不谈义理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除此之外，戴震还重视小学和

考据，在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上有

着突出的成就。

对于惠栋及其学派嗜博、泥古的弊端，戴震大力提倡实事求

是的治学态度。“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

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

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

信也。” 钱大昕谓其“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余廷灿谓其

“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

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由

此力矫惠栋“惟汉是从”的学术弊端。

3  结语

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自周秦以来，在其发

展演变过程中，历经汉魏、隋唐、宋元、明清等时期，经学

在各个历史阶段，曾呈现不同的特色并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

乾嘉汉学是清代最具学术特色、占据重要学术地位的学术派别，

它源于明末清初顾炎武等的实学思潮，至乾嘉年间吴派惠栋正式

确立，皖派戴震发展至鼎盛。从其兴起到衰落的学术发展脉络

来看，一方面受到外在客观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其学术

自身的内在发展要求。它对古代典籍的系统整理和传统文化的全

面总结，使得中国数千年来的许多学科和领域的绝学得到发掘和

彰显，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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