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亭林志与业 尽在此书中
———顾炎武《日知录》浅谈

郭志昌

我们走进 位于昆山亭林园中的顾炎 武纪念馆的大厅，门口两

旁的抱柱联立 刻 映入眼帘，“困学昔惟王伯厚，日知近有顾亭林”，

这是清末著名学者王懿荣先生当年为北京顾亭林祠堂撰写的对联。

一、顾炎武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生平简介。顾炎武是昆山千灯（当时叫千墩）人，生于明万

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 7月 15日），清朝康熙二十一年

正月初九（1682年 2月 15日）病逝于山西曲沃，享年 69 岁。

顾炎武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昆山度过的。明末清初，他经历了一

系列的家难和诉讼的纠缠，面对仇人的追杀，无奈之 下，变卖家产，

告别亲友，远走北方，45 岁时开始了 终 其一生的文化行走。尽管他

在清朝生活了 38 个年头，但人们一直将他当作明代人和明代遗民

来看 待，因为他至死也不与清政府合作，人们也就遵从他的意愿，

不把他当成是清朝的臣民。

（二）平生的著作与学术成就。作为一位纯粹的读书人，顾炎武

抱定终生的宗旨就是上下求索，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拯斯民于

涂炭，为万 世开太平”。 他的后半生，一直不停地奔走在北中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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袤的大地上，先后到过十个省的 90 多个县。他写 下了 60 多种、500

多部著作。当时的史学家阎若璩曾为《日知录》改定了五十余条，他

称顾炎武是自己最佩服的学者。清朝乾嘉之学中虽派别林立，但都

祖尚顾炎 武，章学诚推顾炎 武为“开国儒宗”，阮元在《国朝儒林传

稿》中以顾炎武居首 位，梁启超称顾炎 武为“清学开山之祖”。顾炎

武是清代学术 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学术大师，也是中国古代思想

史上一位卓越的思想家。

（三）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思想界的地位。生前，顾炎武已经被

大江南北的学者称为“江东大儒”“江南大儒”。清中期，“明末清初

三大儒”已经将其排列其中了。1841年，顾炎 武被请入祀———昆山

乡贤祠。1908年，顾炎武和黄宗羲、王夫之三人被批准入祀文庙。

1981年 3月 19日，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一篇长文中，

顾炎武作为思想家被列入中国古代历史上 72 位杰出人物之一。由

此为开端，顾炎 武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受到越来越多和越广泛

的重视和宣传。在随后开始编辑出版的大型从书《中国思 想家评

传》中，顾炎 武 被列为 270 位传主 之一；2000年出版的《旷世大儒》

丛书中，顾炎 武 被列为其中的 11 人之一；2010年出版的《旷世大

儒系列》丛书中，顾炎 武 被列为其中的 7 人之一；在《中国千年思

想家（1000—2000 年）》排名中，顾 炎 武与沈括、朱 熹、王 守 仁、李

贽、黄宗羲、王夫之、鲁迅、毛泽东、邓小平一起被列入其中。最近

三十多年中，他在中国思 想 界的地位和排名，得到迅速的提升，影

响越来越大。

二、顾炎武写作《日知录》的动机

《日知录》是顾炎 武所有著作中最为重 要、对当时和后 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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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最深远的一部著作。

顾炎武创作《日知录》，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了。正如他自己所

说的，在平时读书的时候一看到对自己有用处的知识，便把它抄录

下来，久而久之，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最后竟达厚厚的三十二卷之

多，这部书耗费了他几乎一生的时间和精力。

顾炎武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部著作呢？关于这一点，他在多次

给朋友的信中讲得很清楚。

在《又与人书二十五》中，他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

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在《又与杨雪臣书》中，他说：

“比来学业稍 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 夏，启多闻于来

学，待一治于后王，且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在《与友人

论门人书》中，他再次 自信地说道：“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

以毕区区之愿矣。”顾炎武对自己的书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的。

顾炎 武 自 己谦称的“区 区 之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富

民强国的“中国梦”。

自从顾炎 武 27 岁离开科 场 以 后，他便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

了包括《日知录》在内的一系列著作的创作和编写 之中，他对各种

历史和社 会现象都做出了自 己的分析、判断，提出了 个人的看法和

见解，真正做到了“平生志与业，尽在此书中”。

康熙九年（1670年），为了满 足朋 友们的索书要 求，顾炎武 由西

北赶回淮安，请朋友张力臣先行刻印了八卷本的《日知录》。这也就

是《日知录》最早的版本。

三、《日知录》是怎样写成的

《日知录》是在一段 相 当长的时间内一面创设 条目，一面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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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加材料、精化论点，进而不断地改写而成的。最初只收读书札

记 141 条。

1676年，经过增补的这部书达到三十卷。这一年顾炎武在给他

的学生潘耒的信中说：“这本书还 要再等上十年，如果来不及就以

临终绝笔为定。那时自有接受它的人，但这又不是我可以预期的。”

顾炎 武病逝后，这部书的部分手稿，在他的嗣子顾衍生和他的两个

外甥徐乾学、徐元文手中。潘耒时刻 想着实现老师的遗愿，几经周

折，终于获得了老师的初刻八卷本和存世的全部手稿。又经过反复

研读、再三校勘和必 要的删节之 后誊清定稿，于 1695年在福建建

阳出版。

书名为什么叫《日知录》呢？顾炎武自己说了：“我从小读书，每

有所得便赶紧记下来。有抄错了的，就经常进行改定。属于我自己

的看法，但 后来发现是古人已经讲过了的，我就把它删除不要。就

这样，一直积累 了三十余年，才形成了这样一本书。用 了子夏的一

句话，把书名定为《日知录》，以正后人君子。”子夏的原话是：“日知

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顾炎 武的《日知录》一书，自 它诞生以来，便是一边倒地好评如

潮。这部书是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十七世纪中叶我国知识

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

《日知录》是顾亭林先生集一生所学之大成。其中包罗万象，经

史子集杂家以及野史时政，无不涉猎。顾名思义，此书是每日所学

所思所感聚沙而成。数十年如一日，所有文字竟可以一丝不苟，实

在可贵。

晚年的顾炎 武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过：“所著《日知录》三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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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平生之 志与业皆在其中。”他自 己对此书的价值很是在意和自

信，他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 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

来未有此书，则 确乎可信也！”意思是这部书是供 复明运动成功以

后的人们参考和使用的，而不是为当今的皇上及其臣僚们参考的。

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进一步肯定地说 ：“是书也，意惟宋

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

历史证明，的确如此。《日知录》这部 以古为今用为指 导 思想、

探讨治国平天下道理的辉煌巨著，诞生三百多年来，在中国思 想

史、学术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海内外学者久有定评，至今愈甚。

四、《日知录》都写了些什么

《日知录》内 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

1019 条，各条长短不一，连同《日知录之余》四卷所收的 110 条，共

有 1129 条。

顾炎 武把自 己这部书的内 容，大体上分为三类，上篇经术，中

篇治道，下篇博闻。而他的入室弟子潘耒则 将 其大体划为八类，即

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乾隆年间，四库馆

臣们则 将 其 内 容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

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 术数、地

理、杂考证。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顾炎 武 自 己分得过于笼统和宽泛，而四库

馆臣们又分得过于琐细，已经不属于一个 技 术问题，而反映出了对

作者创作意图的理 解甚至是曲解，存有意误导读者、并 将 其引往认

识的歧途之嫌。

还是潘耒分得好。他颇得其师为学要领，在《日知录序》中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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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讲得十分透彻和明白：“顾炎 武 先生是超越时代的人物，这部书

也是超越时代的书。……著书立 说不是为了一时，这话先生在《日

知录》中已经说过了。将来有负着整理民生事物责任的人，看 了这

本书而恍然大悟，采用 了 它的意见，付诸实行，那么对于世道人心

实在大有裨益。如果仅仅因为考据的精细缜密，文辞的博雅明辨而

称誉它，那就不是先生写此书的本意了。”

五、当时和后世人对《日知录》的评价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 世影响巨大。这部书甫一

出版，便以其精辟的思想和理论史观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清朝的朝

野间，立 即涌动起一股潮流，汹涌澎湃，而且经久不息。全国一流的

大学者们，都自 觉不自觉地卷入了对顾炎 武、顾炎 武著作学说和思

想的研究之中。黄汝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为研究此书付出了长期

的艰苦劳动。在他前边，已经有九十四位大家为《日知录》作注，但

成就最高、最为人瞩目者还是非他莫属，他认为这是一部“资 治 之

书”，将 其《日知录集释》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刊行。《日知录》

奠定了顾炎武在中国学界的地位，而《日知录集释》的出版 印行，也

将黄汝成由幕后推到了前台，推到了中国思想界的聚光灯之下。

梁启超说，虽然可以拿王伯厚的《困学纪闻》来和顾炎 武的《日

知录》相比，但 两者又有着完 全不同之处，《日知录》中的每一个 词

条都来之不易，“大率皆合数条 或数十条 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

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

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

作品价值全在此。”

《日知录》中的经世 思想是非常 丰富的。顾炎 武提出社 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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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坏决定社 会兴衰的观点，认为“风俗衰”是乱 之源，并列举大量

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 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 亡的重 要原因。他

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 先要 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

明人主 之功”。他不但从政 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

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

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 须创造出能

够让 百 姓 安居乐业的物质 条件，“今将静百 姓 之 心而改其行，必在

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 其服，而后 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

正面倡 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 治 之外，他还强调法制，主 张 严惩

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 勿贪，不可

得也。”

我们所熟知的顾炎武的一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

出于《日知录》一书，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 贱，与有责焉耳矣”。

当年，曾国藩对这一句话特别地推崇，他曾在给同僚、部 下和家人

的书信中，多次引用，并以此话与大家共勉。

六、《日知录》的历史地位

顾炎 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

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

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

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

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

风的反对，对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 要的作用。现在，人

们仍然常 常 用顾炎 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 重视第

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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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日知录》的内容，已经多出了当年八卷本的 4倍。由

于当时正处在“文字狱”横行的时代，潘耒不得不对原稿中大量“违

碍”之处进行删改。潘耒是顾炎 武先生的入室弟子，由他自 己来删

总比让官府删改要好得多，所以他的功劳仍不可没。所幸当时还有

手抄本暗自流传于世，给后人恢 复原书本来面貌提供 了 条件和机

会。

这位“后人”就是章太炎 先生最得意的弟子黄侃。他从张继手

里得到了雍正年间的《日知录》抄本，对校黄汝成的《集释》，补正了

数百处、近 万字，恢 复 了 湮 没二百余年的《日知录》的本来面目，功

莫大焉。

闪现在《日知录》中的顾炎 武的思 想和学说，对后来的中国知

识分子的思想起到了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影响和促进 了他们的世

界观的形成和转变。

七、顾炎武思想在《日知录》中的表现

顾炎武的思想主要表现在政 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史学、

文学和法律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在《日知录》中有着全面的体

现。他智慧的思想火花，不时地闪现在《日知录》的字里行间。

（一）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突破了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局限，从

人的“私”和“欲”的思想现实存在出发，提出了“合天下 之私以成天

下之公”的思想，强调“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隆污”。他还紧

紧抓住了选举与舆论这两 个 确保政 治体制健全运作的关键因素，

“天下 之才皆可由天下 之人举而荐之”的选举，被他看作是人才兴

国的一大要务；而“政教风俗苟非尽 善 即 许庶人之议”的舆论监督，

则被他看作是弥补体制内权力制衡之不足的又一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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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突破了自然经济观念的局限，为近代

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学理基础，他认识到“民享其 利，将 自为之，而

不烦程督”的经济规 律，鲜明地提出了“为天子为百 姓 之 心，必不如

其 自为”的近代经济学命题，提出了保障私有财产、取消横征暴敛

的税收政策、行政权力退出市场经济等主张。

（三）在哲学思想方面。他提出了对程朱 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双

向扬弃。他改造程朱理学，吸取其“道问学”的合理因素而拒斥其 先

验 本体；扬弃陆王心学，吸取其“致良知”这一“圣学千古之谜”，而

排斥 其末流之空疏放纵；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学术宗旨，形

成了“岁久眼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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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6 0 TD (.) TjW (u) Tj
0.24 Tc (') Tj
0.48 Tc (B&) Tj4+3 12 Tf
11f
12.24 0 T (.) Tj
-JF4+3 12 Tf
6.24 0 TD (5) Tj
/&F4+8 12 Tf
12.48 12.24 0 TD (2) Tj
b/F4+1 12 Tf
24.96 05p职贼至客题题九客贼尤
职闪艰五坚客坚持客贼处
坚低工斗密客低客贼至客篇奋工斗密客低闪奋五密客坚持五艰客坚持客贼处
坚客贼处
坚又工密话客低客贼至客题职九客贼尤
职闪艰五坚客坚持客贼低工低话客低客贼至客题奋九客贼尤
职闪艰良职闪艰五坚客坚持客贼处
坚低工斗密客持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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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论证，他以历史 主义的眼光来考察经学的源流，使中国经学史

的发展脉络得到了梳理，他把经学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作出了

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经史合一的历史科学的宝贵尝试。

（七）在文学思想方面。他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

强调“士当 以器识为先”和“文须有益于天下”，高扬“《十月之交》国

风之义”，提倡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提出“立 言不为一时”，是近世

学者大力提倡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先声。他继承了晚明

“性灵派”关于诗歌要表现真性情的观点，批评宋明理学家“以 理为

宗，不得诗人之趣”，强调“诗本乎情”“诗主乎情”。

（八）在法律思想方面。他通过对中国历代兴亡 治乱的经验 教

训的总结，认为“刑不上大夫”的儒家思 想是导致法制废弛的主 要

因素，而足 以导致亡国。因而要彻底改变特权人治的立法精神，确

立 以防范政府官员 犯罪为重点的立法原则，还 要 将法制建设与道

德 教化结合起来，“以名为治”，还 要充分发挥道德舆论对于官 员的

监督作用。

除了 以上八个方面的大量论述 之外，顾炎 武在考据方面，还提

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观点，纠正了许多前人的论述，订正了 许多历

史事实，表现出了他一丝不苟的严 谨，近乎苛刻的治学精神和态

度，给后来的考古学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一中对于“晋国”

“晋都”“绵山”“箕”“太原”“昔阳”“瑕”等的论述，对我国的考古史

更有突出的贡献。但可惜的是，他的这些重 要论述，在后来的三百

多年中并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1949年以后，我国的四代考古

学家一直把对古晋国考 察的重点放在太原一带，结果是忙忙碌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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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甚微。直到有人提出不妨照着顾炎 武所说的到晋西南的曲沃

一带去看 看，或 许真的会有所发现。结果，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新发

现，将中国的青铜冶炼史提前了整整一千年，将中国历史的纪元 之

年一下子提前了 1229年。1995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因此获

得了巨大的进步，得出了最后的结论。

曲沃是顾炎武最后生活和逝世的地方。当地特别感谢顾炎武

先生，他们将曲沃定为《日知录》的成书之地，每年都以各种形式来

怀 念和纪念顾炎 武。最近，曲沃又完成了 电影《顾炎 武》剧本的创

作，准备投入拍摄。

体现在《日知录》中的顾炎 武的思 想体系是涵盖宏富、博大精

深的，是当时、当代和后 世的中国人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思 想源

泉和智慧源泉。顾炎武的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大厦里的一根

擎天巨柱。

作为顾炎 武的故乡人，我们昆山的文化人一定要对顾炎 武有

更多的更深入的了 解，这既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责任。郁达

夫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对我们应 该有着警醒和启迪作用 ：“没有

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 群；有了伟大人物

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段话

提示着我们怎样 看待以往的、将来的思想英雄和思想大师。

顾炎武逝世 330 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改革开放 以来，党把中心工作转 移到

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顾炎武 当年所期盼的太平盛世终

于到来，他在《日知录》中所阐述的各种经国济世的想法，终于有了

得以付诸实践的大好机会，他的富民强国的中国梦，终于可以开始

亭
林
志
与
业

尽
在
此
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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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

昆山这块土地，是曾经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思 想家顾炎武的土

地；顾炎 武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进 思 想的集大成者，我们应 该为此而

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应该 将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继承下来，进行研

究和宣传，使之成为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在实现伟大中国

梦的进程中，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作用来。

（本稿由苏州市社科联推荐）

郭志昌，1950年 10月生，河南林州人。曾在陕西煤炭

建设公司基层和机关工作，其间在陕西省委党校干训班进

修两年，并通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2003年 3月

退休，随儿女来昆山生活。

对顾炎武的研究、亭林园历史和昆山文史产生兴趣，

在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2004年 4月，进入市图书馆管理《四库全书》，同

时为顾炎武研究会会刊撰文并参与编辑和校对。2012年，在文化馆工作两

年后，进入顾炎武研究会工作。10年来，撰写和发表百余篇文章，编辑和出

版了《鱼翔龙门———昆山徐氏三兄弟传》《传是楼集》《昆山历史名人》《昆山

名人名言》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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