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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學熱」現狀的分析與評價

董恩林 *

一、國學熱現狀舉隅

中國大陸從上世紀九○年代至今的十幾年時間裏，掀起了一股「國學」熱潮。

其初始可以從一九九三年五月北京大學《國學研究》第一卷出版說起。一九九三年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登署名文章，題為〈國學，在燕園悄然興

起〉，以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輯出版的《國學研究》第一卷為基礎，

報導了北京大學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現狀和成果。隨後《人民日報》又發

表了〈久違了，國學〉一文，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代表官方表達了對新時期

國學研究的肯定。此外，《光明日報》、中央電視臺、北京廣播電視臺、《中國青年

報》等也採取了一些行動，來報導和推動國學研究。但實際上，當時國學研究並沒

有一下子熱起來，而是慢慢展開，直到新世紀初才如火如荼般勃興。其表現可以從

四個方面來看。

（一）政府方面

近幾屆中共「黨代會」、國家「人代會」均提到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共十七大

報告中提出了「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方針，同時溫

家寶總理在重要演講中多次談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對家

庭、國家和社會起到了巨大的維繫與調節作用」。「中華民族的祖先曾追求這樣一

種境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剛剛結束的

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更明確提出了二十四字的核心價值體系：「倡導富強、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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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

個體系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體系，並提出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

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

基本任務。這些給新世紀國學熱、傳統文化熱提供了政策保障。

正是在這種方針鼓勵下，政府層面對傳統文化、國學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

其中之一就是孔子學院的設立。孔子學院 (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國國家對外漢語

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在世界各地設立的推廣漢語、傳播中國文化與國學，以及文化

交流的機構。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給世界各地的漢語學習者提供規範、權威的

現代漢語教材；提供最正規、最主要的漢語教學管道。全球首家孔子學院二○○四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韓國首爾成立，目前孔子學院已在一○六個國家的三百五十多

個教育機構落戶，中小學孔子課堂達五百多個，成為推廣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文化

及漢學的全球品牌和平臺。

表現之二就是各級政府的祭黃帝、祭炎帝、祭孔大會，特別是山東省政府的祭

孔大典於每年九月二十九日舉行。祭孔大典從二○○四年恢復，至今已舉行九屆。

如果說黃帝、炎帝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的話，孔子就是中華民族傳統學術文化的

象徵，所以祭孔大典代表了政府對傳統學術文化─即國學的重視。

表現之三就是二○一○年在國家博物館門口豎立起孔子塑像一事，雖然後來被

撤走，但這件事仍然可以看出政府對傳統文化的認可態度。

表現之四就是教育部「十一五」（2006-2010年）規劃之「國學教育專項研究

課題」得以成立，由中國國學文化藝術中心承擔。該課題的實施基於大陸「中小學

薄弱環節一是缺乏人格教育，二是沒有民族文化教育」的調查研究結論。該課題組

近幾年做了兩項工作：一是在全國中小學和幼稚園建立國學教育專項實驗區，對實

驗區學校提供國學教育教材、師資、經費、國學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支持；目前已確

立五個國家級國學教育試驗區，如河北的保定市（已將國學納入中小學課程，使用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學》教材）、江西上饒縣等。另外，各省也開始設立地

方國學教育試辦區，如海南省二○一一年國學教育試辦區域是六個縣市區，今年則

增加到十一個縣市區。二是組織專家歷經八年，於今年推出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

版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全國中小學實驗教材》（目錄：《弟子規》，一年級；中國

傳統曆法與節日、《三字經》，二年級；中醫與兒童保健，《千字文》，三年級；中

華民俗文化，《聲律啟蒙》，四年級；中國傳統音樂欣賞，《論語》上，五年級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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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國書法藝術欣賞，《論語》下，五年級下學期；中國書法藝術欣賞，《孟子》

上，六年級上學期；中國繪畫藝術欣賞，《孟子》下，六年級下學期；中國繪畫藝

術欣賞，《孫子兵法》，七年級；中國古建築美學欣賞，《大學中庸》，八年級；中

國瓷文化，《道德經》上，九年級上學期；中國玉文化，《道德經》下，九年級下學

期）。年級選用教材：中國玉文化、《古文觀止》上、中國傳統曲藝欣賞、《古文觀

止》下、中國傳統曲藝欣賞、《中國古典詩詞‧詩卷》、《中國古典詩詞‧詞卷》。

這套教材對中小學生的要求是只誦讀，不考試。此前，教育部、國家語委、中央文

明辦還組織編寫了《中華誦‧國學經典誦讀》的系列讀本。同時，教育部在最近幾

年的工作要點中都提到：要鼓勵和支持中小學開展中華經典誦讀活動。如二○一一

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由育靈童教育研究院、北京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院、

中小學國學經典教育課程與教學研究總課題組聯合主辦的「二○一一年育靈童『小

學國學經典課程規劃暨教學觀摩』全國培訓大會」，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隆重

舉行。此次大會旨在貫徹教育部、國家語委在學校開展「經典誦讀行動」的精神，

推動各級各類學校國學經典課程體系的開發、建設和師資隊伍的培育工作，解決各

地小學在國學經典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方面的問題。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分的一千

兩百餘名教育局長、中小學校長、教師參加了這個大會。這樣的活動無疑應該看作

是政府行為。

表現之五就是國家社科基金從二○○九年開始，在重大項目和一般項目中增加

古籍整理課題，這是前所未有的事。古籍整理專案自上世紀八○年代以來一直由教

育部直屬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負責審訂和資助，經費較少，一般專案每

個二至四萬元。現在由國家社科基金直接資助立項，一般項目有八至十二萬元，重

大專案八十至一百二十萬元，有的委託專案高達一千多萬元。這是國家層面重視國

學傳承與研究的重大轉折。

表現之六就是從二○○二年開始，由文化部、財政部共同實施「中華古籍再造

善本工程」，精選唐、宋、元、明、清時期的珍貴版本模擬影印。到二○○七年一

期工程唐、宋、元古籍善本七百五十八種，近九千册如期完成影印出版工作。二期
工程於二○○八年啟動，目前已完成明、清時期善本選目，約五百五十六種，將陸

續影印出版。

表現之七就是從二○○七年開始由文化部組織實施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工作，計

畫用三到五年在全國範圍內清查古籍現存狀況，在此基礎上形成《中華古籍聯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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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同時，建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制度，對列入名錄的古籍，中央財政將給

予重點扶持保護。國務院還將把古籍收藏量大、珍貴古籍多、管理制度完善、保護

條件好的單位，命名為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並在全國各省市普遍建立古籍保護

中心，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對古籍進行全面的科學保護，國家則以國家

圖書館為中心，建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負責全國古籍保護工作的組織實施。

另一方面，國家創立「中國古籍保護網」，各省、直轄市則分別創立省市「古籍保

護網」，全面開放和交流古籍普查登記工作資訊。

（二）教育系統

在教育部推動下，目前全國許多中小學已在課程體系中增加了國學經典誦讀內

容，令人欣喜。

另一方面，則是高等院校自新世紀以來，陸續建立了二十多所國學院和國學研

究所，還建立了少量以國學傳承和講授為主的書院，給人一種雨後春筍的感覺。北

京地區即有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武

漢地區有武漢大學國學院、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國學院；南京則有

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中國國學院；還有廈門大學、鄭州大學、南昌大學、山西大

學、杭州師範大學、西南大學、湖北師範學院等都建立了國學院、國學研究所、國

學研究中心等。

北京大學於二○○○年初，將成立於上世紀九○年代的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更名

為國學研究院，成為人文學科的跨學科研究平臺，院長為袁行霈教授，實行「龍蟲

並雕」的教學與研究方針。編輯出版《國學研究》年刊和《國學研究叢刊》（專著

集），《國學研究》自二○○二年起改年刊為半年刊。研究院組織北大人文學科的

學者集體編著四卷本學術專著《中華文明史》，已於二○○六年出版。另一方面，

研究院大力開展中國優秀文化的普及和傳播工作，與美國媒體合作拍攝了一百集

的電視系列影片《中華文化講座》，並與中央電視臺合作拍攝了一五○集的電視系

列影片《中華文明之光》，以及同名大型叢書，還出版《中國歷史文化知識叢書》

（五十種）及《中華文明大視野》（一套八册）等。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於二○○五年，由校長紀寶成倡議成立，是一個實

實在在的教學與研究實體，學校為之建設了一棟占地一萬八千平方米的六層樓國

學館。目前設有國文教研室（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所）、國史教研室（中國古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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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經學與子學教研室（經學研究中心）、國學基礎教研室、西域歷史語言

研究所（漢藏佛學研究中心）、國學與管理研究中心等教研機構。創辦了《國學學

刊》、《西域歷史語言研究輯刊》和《蒙古學研究叢刊》等學術出版物，策劃和組

織撰寫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研究叢書》、《近代國學資料整理與研究叢書》、《清

朝前期理藩院滿蒙文題本》、《西域歷史語言研究叢書》、《漢藏佛學研究叢書》、

《國學管理研究叢書》等多種相關叢書，並編寫發行了「國學經典解讀系列教材」。

招收本科及碩士連讀的國學班，到目前已連續七屆。有專任教師二十九人，目前由

原校長紀寶成任院長。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於二○○九年，是一個建立在文史哲三科基礎上的研

究平臺，而非科研與教學實體，由哲學教授陳來任院長，他提出清華國學研究院要

「中國主體，世界眼光」。

武漢大學國學院成立於二○一○年，是目前國內僅有的「國學」本科、碩士、

博士完整培養體系的教學研究單位。武大自二○○一年起，聯合哲學、歷史、文

學、藝術等多學科力量，在國內率先創辦國學本科試驗班，到目前已連續招收十

屆；二○○五年開始招收國學方向的研究生。二○○七年，武大以交叉學科的名義

自行增設了國內首個國學博士點與碩士點，並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備案，下設經學

研究、子學研究、史部典籍研究、集部研究、佛教與道教研究五個研究方向。截至

二○一○年已招收兩屆碩士和博士生。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於一九二六年，於二○○六年十二月舉行復辦典禮，

成為學校一個科研實體。其章程規定：以「萃取國學精華，弘揚中華文化」為宗

旨，秉持「相容並蓄、開拓創新」的學術精神；實行以研究課題為中心的管理方

式，重點資助重大學術問題的研究與創新，努力培育學術精品；設院長一人、常務

副院長一人，主持全院工作；設立院務委員會，委員五至七名，負責本院行政管理

事務，院務委員會配置祕書若干名。

湖南大學則有嶽麓書院、鄭州大學則有嵩陽書院，同樣是進行國學教育與研究

的重鎮。

二○一二年十一月一至二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召開了全國首屆國學院院

長論壇（院長聯席會議），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武漢大學國學院、華中師範大學

國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國學院、廈門大學國學院、鄭州大學國學院、杭州師範大學

國學院院長與副院長，以及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山東大學、同濟大學、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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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大學、湖南大學、西北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昌大學、山西大學、上海政法

學院、深圳大學、寶雞文理學院等二十餘所高校的國學院（所）或相關機構負責人

參加會議，並舉行「紀寶成國學教育基金」成立儀式。會議確定今後每年舉行一次

全國國學院院長聯席會議的基本思路。

以上這些國學院，有的從本科到碩士博士，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培養體系，如武

漢大學；有的以本碩連讀為主，如中國人民大學；多數以國學方向的碩士、博士培

養為主。至於國學經典精讀、導讀、解讀課程更是林林總總，各有特色。

全國各大學國學院除了正規的本、碩、博培養和國學研究之外，一個重要的方

向就是面向社會，展開各種層次的國學培訓。如二○○五年，北大哲學系創辦「北

京大學乾元國學教室」，成為國內高校第一個高階人文培訓項目。主要是針對企業

中高級管理人員、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處級幹部以上行政官員進行國學知識培訓。

開設的課程有「國學概論」、「周易精讀」、「四書精讀」、「老子精讀」、「莊子精

讀」、佛學、三禮學、諸子學等。時間一年至三個月不等。一年或一期學費五至十

萬不等。他們打出的口號是「深度國學、純正國學─習經世致用之學、求安身立

命之道」、「高階國學第一品牌」、「北大真國學」等。又如北京大學「五明國學」，

其網站上解釋「五明」是：五明國學者，為道為學，明達宇宙人生，為企業家開

智慧。五明國學渾圓一體，若強為之區分，曰明身、明心、明性、明德、明道。五

者，天數也，從二從乂，其義曰天地之間陰陽交午也；明者，其象日月也；秉持五

明智慧，修身養性，護衛生命，從哲學的高度管理企業，在智慧的境界圓滿人生。

其宣傳口號是：五明國學，傳承北京大學的百年聲譽，依託北京大學的優秀師資，

國內首創史學、儒學、易學、兵學、禪學、道學、醫學、法學八大精品教學模組，

打造北大國學品牌課程，造就北大國學品牌優勢。武漢大學國學院在企業管理人員

國學知識培訓方面也做得很好。

（三）社會層面

除了國家正規的高教體系成立了眾多國學研究機構外，社會各界也出現了許

多國學文化研究、傳播與培訓機構，可以用「多如牛毛」來形容。如二○○九年在

北京成立的中國國學院大學，規模似乎很大，在各地設立了許多分院，號稱在全球

新四首創：一、在全球首創推行考生資格遵照中國古代考孝廉入太學禮制：孝順父

母，尊敬師長，品德廉潔者方能進學。二、在全球首創沿襲中國古代師承制：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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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門（派）拜師受徒，教授弟子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三、在全國首創繼承中

國古代國學學制：用「學堂、書院」和「太學」三級學制為一體的名稱：「國學院

大學」。四、在全國首創參照中國古代修身通博研習制：設置齊全系列國學專業課

程，授碩士、博士學位。提出要用西方現代科學重新解釋中國國學文化，建設具有

當代形態和前瞻意義的新國學。

又如北京華鼎書院和華鼎養正教育機構，是從事國學教育研究、實踐、推廣

和服務的專業機構，業務模式是國學教育整體服務，包括國學教育高階及個性化培

訓、國學教材及其客制化服務、幼兒啟蒙教育品牌加盟等三大核心業務。

再如廈門篔簹書院。宣稱是新時代弘揚國學的文化平臺，它以傳播中國優秀傳

統文化思想為主旨，以「舊學商量、新知培養」為辦院理念，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為己任，力求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相結合，構建炎黃子孫求知問學、傳承國學的

精神家園。

還有北京國學之韻文化傳播公司、四川龍江國學書院、湖北國學館（設在武漢

江夏區，是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湖北省孔子學術研究會、武漢大方學校聯合主辦的

國學研究與傳播基地）、中國國學研究會（2002年成立於北京，創辦了「中國國學

文化網」，網址：www.cguoxue.com.cn）、東方少年國學院等等。

此外，民間讀經活動方興未艾，很多個人從事各種各樣的國學培訓，如武漢地

區就有一個叫黃桂琴的女士，二○○八年五月，在漢口武勝路的家中，開辦了第一

期免費國學班，從此開始了「孩子王」的生活。隨著規模的增大，國學堂的授課內

容也逐漸增加。首先是「日日親子早教」，每天集中孩子們讀《弟子規》，唱《孝

順歌》等；其次是「假期忠孝學堂」，集中組織學齡孩子學習忠孝方面的知識，給

他們提供一個集中學習的場所；最後是「家長成人學堂」，每週兩次，組織家長們

舉行「讀書會」，共同探討如何教育孩子，如何處理和家人的關係等。武漢還有一

個叫安德義的先生，年近六十，原是一名語文教師，現在是湖北省孔子學術研究

會副會長。曾教過三年初中，四年高中，在大學執教十五年。之後，他下海經商，

一九九七年急流勇退，開始專心研讀《論語》，達一千多遍，並寫下多部國學著

作。最近的一本，是中華書局為他出版的《論語解讀》。為了推廣國學，從二○○

二年至今，他一直奔波於全國，講演一千五百餘場，宣導經典誦讀。據他說，目前

是名校邀請應接不暇，課程已排到二○一三年底，三小時國學課報酬數萬元。

各種機構團體也發起各種各樣的讀經活動。如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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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兒童中國文化導讀」工程、江蘇省揚州市的「小學

古詩文輔讀實驗」、中華孔子學會成立的「國學啟蒙館」、濟南市大明湖路小學開

設「國學」誦讀課等。出版部門順應這種潮流，出版了大量國學經典、童蒙讀物，

如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六年出版了由武漢大學馮天瑜先生主編的《新國學讀本》

一套，分小學卷、初中卷、高中卷，共二十四册；湖北教育出版社二○一一年出版
《國學經典誦讀叢書》，全套教材共計二十本，供一至九年級使用，由武漢大學黃

釗先生主編。

大量國學網站、網頁的建立也是社會國學熱的一個表現。著名的如：1.北京

師範大學電子文獻研究所「國學網」，網址：www.guoxue.com，北京國學時代文化

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學公司）成立於二○○二年四月，是北京師範大學

電子文獻研究所的另一名稱，是一家在國學傳播領域獨具特色的文化創意企業，主

要從事古籍數位化研究、網路文獻檢索開發和網站建設，是中國最大的專業古籍電

子文獻資料公司之一，已逐漸成為中國古籍數位化的學術重鎮。二○○九年成為上

市公司。目前，公司已經形成一整套大規模古籍文獻資料數位化加工體系，和多種

集成化解決方案，在古籍資料的數位化加工、數位化管理和數位化成果研發利用方

面，積累了豐富經驗。2.中國國學網，創建於二○○五年，是一家集國學文化傳播

與交流的綜合性網站，口號是「華人的精神家園」，欄目有國學目錄、國學寶庫、

國學私塾、國學大師、國學新聞、國學商城、國學論壇、國學圖庫、國學考古、國

學勝地等。3.國學教育網，欄目有：國學資訊、國學名師、國學機構、國學課程、

國學資源、國學教育論壇等。4.新國學網等等。

（四）學術層面

與政府、學校、社會各種國學研究機構、國學傳播方式相呼應，大陸學術界

的國學研究也全面開展起來。大約可以歸納為兩種路向：一是適應社會需要的國學

大眾化、通俗化的路向，這方面可以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推出的易中天、于丹

等學者為代表。他們對國學、國學經典的普及、宣傳做了很多工作，產生了廣泛影

響，從整體來講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但學術界對他們有褒有貶，不必置論。二是

繼續深入的高階的國學與國學經典研究。其表現之一，便是各種國學經典以及國學

研究叢書的出版，如由北京大學張岱年先生主編的二十册《國學叢書》，由遼寧教
育出版社陸續出版。除《先秦儒學》、《古籍的闡釋》、《漢字說略》書目外，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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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研究中國天文曆法的《天學真原》，介紹中醫理論的《岐黃醫道》，和介紹中國

數學史的《大哉言數》等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表現之二，是大型國學經典文獻整

理項目的成立和實施，如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的《儒藏》編纂，北京大學帶頭組織

的《中國古籍基本庫》建設，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的《子海》、《子藏》編纂，

山東大學《清經解》三編的編纂，華中師範大學的《皇清經解》點校整理等等。表

現之三，是對國學概念、體系、內容、價值等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有一個統計數

字可以說明大陸國學熱在學術研究方面的狀況：中國知網「中國學術期刊網路出

版總庫」所收包含「國學」的論文標題，一九九〇年前只有十八條，一九九〇至

一九九九年十年是一八四條，二○○○至二○○四年是一六四條，二○○四至二○

一二年底則有二三四七條，儘管其中有少量並非真正「國學」條目，但仍昭示出新

世紀以來大陸國學熱的高峰期。更有蔣慶先生關於「政治儒學」、黃玉順先生關於

「生活儒學」等出類拔萃的國學研究者、癡迷者，他們是新時期國學熱應運而生的

產物。

以上只是「國學熱」的眾多表現，深入探討這些表象的實際內涵與行動，可

以歸納出如下特點：其一，官方謹慎認可並未公開提倡，而民間積極展開。因為

「國學」術語尚未進入國家官方政策當中，「國學」作為學科也沒有進入國家教育

體系；其二，學術界愛恨分明、兩極分化。一流學者中有竭力支持、身體力行者，

也有撰文反駁者；其三，良莠不齊。既有沉潛研究者、虔心弘揚者，也有乘機炒

作者、伺機斂財者，誠如某學者所言：「在這股浪潮中興風作浪、推波助瀾的許多

人實際上只是熱衷於形式主義。當前，國學與經濟利益的緊密相連儼然造就了一

個巨大的商業市場，商業化的炒作和借國學之名實為斂財牟利的苗頭很是令人不

安。」
1
限於篇幅，無法對這些特點一一論證，但下文對「國學」概念與體系研究狀

況的分析略可窺斑見豹。

至於國學熱出現的原因，大陸許多學者曾撰文討論，可以參考，下文也有涉

及，這裏姑置不論。

1 
阮航：〈國學熱之我見〉，《新學術》，2008年第 3期，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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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學術界對「國學」概念與體系的研究狀況

具有學術探討意義的是國學熱中有關國學概念與體系的研究狀況，故本文著重

對此做一介紹。

（一）二十世紀初國學概念的回顧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不妨對清末民初的國學概念做些回顧。眾所周知，晚清民

國之交，中華民族在世界列強咄咄逼人的侵略態勢下，歷經鴉片戰爭以來一系列喪

權辱國的災難，有可能淪為列強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西學東漸，西方思想文化如

潮水般洶湧而來，從政府教育體制、學校教材與學科體系，到民間就學趨向，都棄

舊學、中學而轉向西學，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有被遺棄而泯滅的危險，中國遭遇到

了空前的國家和民族的總體性危機，誠所謂「三千餘年一大變局」
2
。面對這種形勢，

當時的賢達有識之士如梁啟超、章太炎、鄧實、黃節等積極奔走，提倡「國學」、

保存國粹，使之成為當時表達救亡圖存的一種方式。綜觀當時有關「國學」理解與

定義，主要有下列數種：

第一種界定，國學即中國傳統獨有的學術思想體系，這是上世紀初梁啟超、

章太炎、鄧實、黃節等人最先提出並使用的國學概念。梁啟超在其一九〇二至

一九〇四年陸續發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多次提到和使用「本國

學問」、「本國學術思想」，而於一九〇四年發表的第八章（最後一章）〈近世之學

術〉則明確將「本國學問」、「本國學術思想」簡化為「國學」：「吾更欲有一言：

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

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

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

以嚴氏與其他留學歐美之學僮相比較，其明效大驗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為

我青年勸也。」
3
可見梁氏的思想是先通「國學」，再「轉輸外學」，如嚴復所走之

路，使中西學相得益彰、相輔相成，使「外學」為我所用。章太炎一生宣導國學，

2 
李鴻章：〈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李鴻章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
874。

3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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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主辦《民報》時所刊的〈國學講習會序〉中說：「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

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

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

學之無人興趣，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他並沒有明

確給予「國學」一個定義，最接近的一句話是〈章氏國學講習會簡章〉所說「以研

究固有文化、造就國學人才為宗旨」。但他在近三十年的國學講演與研究中，實際

上已經對傳統國學體系進行了完整的歸納與總結，這便是他後來結集出版的《國學

略說》體系，包括經學、小學、史學、子學、文學五大部分。可見他以「國學」為

本國固有的學問，與梁啟超是一致的。早期倡導國學最有力的國粹派人物之一鄧實

給出的國學定義是：「國學者何？一國所自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

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提

出的國學體系是經學、史學、子學、理學、掌故學、文學
4
。一九二五年清華國學院

成立的時候，吳宓在〈研究院緣起〉和〈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中強調：

「茲所謂國學，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
5
強調國學指的是中國「學術文

化」，而不是非學術文化，是學術文化的「全體」，而不是儒或道等某一家。這些

學者對國學的理解，誠如馬一浮所總結的那樣：「今人以吾國固有學術名為國學，

意思是別於外國學術之謂。」
6

後來在這個界定基礎上，對「國學」的理解又產生了兩種看法：一是毛子水、

胡適提出的「國故學」，一是馬一浮提出的「六藝之學」。毛子水在一九一九年寫

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裏面提出「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

過去的歷史」，「我們現在研究古人的學術思想，這個學問叫國故學」
7
。胡適也在

一九二三年的〈《國學季刊》發表宣言〉中指出：「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是『國

4 
鄧實：〈國學講習記〉，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頁 81。

5 
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清華週刊》第 351期（1925年 9月 18日），轉引自清

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卷 1，頁 374-

375。
6 
馬一浮：〈泰和宜山會語‧楷定國學名義〉，《馬一浮集》，收入《國學的歷史》，頁 565。

7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國學的歷史》，頁 142-152。毛子水，名准，浙江衢州人。幼而

好學聰明，嗜書成癖，21歲考入北大，後赴柏林大學深造，歷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與傅

斯年、陳寅恪等均為當時著名學者，1949年赴臺灣大學任教，1987年獲臺灣最高學術獎─行政

院文化獎。《毛子水全集》五大部，千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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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

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省稱『國學』。」
8
這種「國故」指的是古人的

學術思想，與上述梁啟超、章太炎、鄧實等人提出的「國學」是一致的，「國故學」

則顯然就是國學研究之學。「國故學」的提出，明顯偏離了清末民初梁啟超、章太

炎等人最初界定的國學內涵範疇，特別是胡適把中國幾千年的學術思想、學術文

化僅當作一種歷史過程，而從「文化史」角度去研究，嚴重歪曲和抽空了中華學

術的思想內容，但這是新文化運動背景下的產物，胡適等學者自有其內在苦衷。

馬一浮則認為：「國學者，六藝之學也（《詩》、《書》、《禮》、《樂》、《易》、《春

秋》）。」「此（六藝）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

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
9
這一界

定與梁、章等人的理解並不矛盾，只是外延縮小了而已。

可見二十世紀初開始使用「國學」概念時，學者們對其「中國固有學術思想」

的基本內涵之界定與理解，是明確的一致的。

（二）新時期對國學概念與體系的認識

自上世紀九〇年代以來，大陸學界對國學概念的認識，除了繼承上世紀初的研

究成果外，又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第一種比較普遍的理解，就是把「國學」等同於「傳統文化」。北京大學李中

華教授指出：「在今天看來，如果非要給『國學』下一個定義的話，應該是指中國

傳統文化，亦即關於我們自己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學問。其所涵蓋的

內容，實為中國所特有的，或在中國的地理環境、語言環境，乃至在中國的政治、

經濟、社會等各種特定條件下所形成的中國文化母體中孕育、產生、演變、發展的

學問總體或總和。就其外延說，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學問整體。但這並不排斥其所

具有的核心內容、核心精神和核心價值。實際上，『國學』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別

稱，它是在上世紀初，近代西方民族主義傳入中國後，為強調民族性，被近代以來

的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所命名。」
10
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李宗桂教授也在〈國

8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的歷史》，頁 189。

9 
馬一浮：〈泰和宜山會語‧楷定國學名義〉，頁 565。

10 
李中華：〈國學、國學熱與文化認同〉，《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 3期，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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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時代精神〉一文中指出，如果拋開成見，以平和之心參與討論，我們就可以在

國學的範圍問題上取得大致相近的意見，亦即：「近年所謂國學，本質上就是傳統

文化。」
11
他認為，國學即廣義的傳統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即中國傳統社會的文

化。簡言之，是一種整體的價值系統和生活方式。即使是推崇章太炎的一些學者，

也都不自覺地錯誤理解其「國學」、「國粹」、「國故」概念。如孟琢先生在〈章太

炎的國學概念及其品格與精神〉一文中稱章太炎的「國學」概念指中國全部的傳統

文化與傳統學術，並列出章太炎先後所講國學科目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學、

文學、制度學、內典學、宋明理學、玄學等
12
。金元浦也認為：「廣義上的『國學』

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總稱，其外延可指向『一國所有之學』，與其等同的還

有『中學』、『國故』這些概念。狹義上的『國學』當然就指儒學，或者以儒學為

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能夠與之等義的自然就是『儒學』和『孔學』。」
13
持這

種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一般社會人士這樣理解的更多。

其二是所謂「大國學」概念。季羨林先生於二○○七年首先提出這個觀點，指

出：「國學應該是『大國學』的範圍，不是狹義的國學。國內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

個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國學』的範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

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而中國文化是中國五十六

個民族共同體創造的，這五十六個民族創造的文化都屬於國學範圍。而且後來融

入到中國文化的外來文化，也都屬於國學的範圍。」
14
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先生認

為：「中國國學是指中國從古至今的學術，其意義有兩層：一是中國的、中華民族

的學術，是漢、滿、蒙、回、藏等民族所探索、研究、論述的學問，可簡稱為『中

學』、『漢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二是從古至今，自殷商西周的史官之學、

春秋戰國的百家之學、漢代儒學（經學）、魏晉玄學、南北朝隋唐佛學、宋明理

學、清代漢學，到近現代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新儒學、人間佛學等學說。」
15
方

11 
李宗桂：〈國學與時代精神〉，《學術研究》，2008年第 3期，頁 25。

12 
孟琢：〈章太炎的國學概念及其品格與精神〉，《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 6期，

頁 147。
13 
金元浦：《中國文化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445。

14 
俞曉群謂這是季先生在醫院接受採訪時提出的，見季羨林：〈大國學─一門公正與仁愛的學

問〉，《遼寧日報》第 12版（文化觀察），2007年 7月 20日。
15 
方立天：《尋覓性靈：從文化到禪宗》（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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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立先生謂：「在我看來，學界目前所講的國學，就其指稱物件和時空範圍來說，

多數學者實際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稱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這就是

狹義的國學概念。廣義的國學是『一國所有之學』（鄧實語），除了中國傳統學術

文化之外，還包括西學和馬克思主義傳入後的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與海外『中國

學』或『漢學』研究的對象、範圍大體相同。」
16
任繼愈先生也說：「不能簡單地認

為只有經、史、子、集才是國學，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結合，也已成為中國文

化的一部分。」
17
張岱年先生以為：「國學範圍很廣，往日的目錄學將古籍分為四大

類：經、史、子、集，這樣的分類法到了今天已經過時了。今日看來，應更加上一

類，即科學技術，可簡稱科技之學。這些都是國學的內容。」
18
「不但今日以前的中

國學術是國學，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屬於國學的範圍」
19
。可見，這些學者幾乎都

把「國學」理解為「中國學術」、「國家學術」而不是中國古代學術。都認為國學

應該包括各民族文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等。

其三是所謂「新國學」概念。二○○五年，汕頭大學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

國學」概念，他認為新國學就是適應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需要提出來的，把「國

學」理解為由民族語言和民族國家兩個因素構成的學術整體。視中國文化為一個

結構整體，是包括中國古代學術和中國現當代學術在內的中國學術的總稱。「新國

學強調的就是：政治、經濟、文化是一個整體，誰也缺少不了誰」。王富仁最後指

出：「我把參與中國社會整體的存在與發展的中國學術整體就視為我們的國學。」
20

該觀點宣導中國學術研究的整體觀念，強調國學研究的當代性、獨立性和現實性。

方克立先生也提出了建設新國學的問題，認為：按照約定俗成的狹義國學概念，

新國學研究的物件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首先要把包括古典文獻、出土文物

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內的祖先的豐厚饋贈保護好，保存下來，然後才談得上對其進

行整理、研究與合理利用。還須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和具

16 
方克立：〈創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國學〉，《高校理論戰線》，2008年第 8期，頁 25。本文是作者
2008年 7月 4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國學研究論壇」上的發言。

17 
任繼愈在《國學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載《國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年），卷 3，頁 650。
18 
張岱年：〈如何研究國學〉，《文史哲》，1994年第 3期，頁 33。

19 
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卷 6，頁 524。

20 
王富仁：〈新國學論綱（下）〉，《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 3期，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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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分析，揭示其發展規律，形成服務於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和積極參與人類文明對話

的新國學理論體系。怎樣創建適應社會主義時代需要的新國學，或者說，怎樣建立

國學的當代形態？我認為袁行霈教授講得比較平實，就是要有三個「態度」：分析

的態度、開放的態度、前瞻的態度
21
。青島大學徐宏力教授指出：「『新國學』特指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發展的傳統文化學說。傳統是基礎，復興是表象，發展是本

質。」「新國學具有開放性」、「新國學具有實踐性」、「新國學具有群眾性」、「新

國學具有科技性」、「新國學具有物質性」
22
。

其四就是所謂「古典學」。這是在最近幾年學界在爭取國學成為國家教育體系

中，一級學科沒有成功的情況下，提出來用以代替「國學」的一種設想。《光明日

報》國學版曾於二○一○年十月十八日以〈國學＝中國古典學〉為題刊載了朱漢

民、林慶彰、姜廣輝等幾位學者的訪談，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先生提出了

這個設想，他認為：「國學」其實就是「中國古典學」。如果我們用「中國古典學」

來定義「國學」，可解決「國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兩個難題。一方面，幾千年

的漫長歷史中，中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具有典範意義的文明體系，建立中國古典

學，也就是以中國古人留下的歷史文獻為依據，將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

由於中國古典學是以中國傳統學術體系為學科基礎，這是一門從學術範式到知識構

架、學理依據均不同於現有的文學、歷史、哲學的獨立學科，這是中國古典學得以

確立的內在條件。另一方面，由於國學概念僅僅能夠為中國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則

只能使用漢學，以中國古典學來定義原來的國學，國學具有文化共用、知識共用的

現代學科的要求，並能相容國學、漢學，為中外學者所共用，這是國學能夠具有現

代學術視野，並能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的外在條件。西方古典學的研究方式和內容基

本上就是研究古希臘、羅馬現存的文獻，跟我們現在研究以古漢語為載體的歷史文

獻，諸如經、史、子、集等非常接近
23
。

當然，我們說「國學熱」是相對於上世紀下半葉大陸大肆批判、拋棄傳統學術

與文化的做法而言的。實際上，大陸在國學傳承與研究升溫的同時，政府、社會，

21 
方克立：〈創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國學〉，頁 26。

22 
徐宏力：〈論新國學〉，《東方論壇》，2009年第 6期，頁 1-7。江淩先生也在其〈試論國學和「新

國學」〉（《山東農業大學學報》，2006年第 2期）中主張「新國學」概念，卻反對王富仁的觀點，

但同樣自己也沒有提出具體的「新國學」概念。
23 
〈國學＝中國古典學〉，《光明日報》國學版，2010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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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學術界的誤解、質疑，甚至反對、咒駡之聲仍然不絕於耳。如一些人，包括

一部分知名學者，把振興國學視為對傳統的簡單回歸，一談國學便是復辟封建思

想、倒退保守等，對「國學」熱持抵制、反對態度。如舒蕪在〈「國學」質疑〉一

文中稱：「『國學』完全是頑固保守、抗拒進步、抗拒科學民主、抗拒文化變革這

麼一個東西。」
24
有的學者則謂：「中國古代文化較之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根本性不

同，就是這是一種『完成時』的文化，是在整體上已經衰竭了生命力和創造力的一

種書面文化傳統。」
25
有的學者則以為：學科設立要有普適性，中國設國學，那世界

各國都要設國學；又謂國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沒法確定等等
26
。更有甚者，是直接潑

婦駡街。如北師大教授在網路上發表文章，咒駡「狗日的國學」。以為：所謂「國

學」，大多是些經驗感悟的東西，而缺乏充分而嚴格的論證，這是思維方式上的嚴

重缺陷，這也使得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因此，渲染國學的魅力，誇大國學

的價值，明明是一片腐蝕性極強的爛泥塘，非要說成是滋生和養育民族文化的沃

土，不是淺薄無知，就是別有用心。實際上，上世紀初國學熱甫興之時便有學者加

以指斥，如許嘯天在《國故學討論集》新序中指出：「國故學」、「國學」、「國粹

學」是「不合邏輯的名詞」，沒有聽說過英國故學、法國故學、德國故學等名稱，

且中國固有學術皆與西方分類不合。他的結論是：「中國有國故學三字發現，正是

宣告我們中國學術界的淺薄、知識的破產，而是一個毫無學問的國家。」
27
這些論者

往往是不自覺地站在西方學術本位立場上，以一種學術權威的面目出現，完全是一

種自我的價值判斷、意氣發洩，幾乎不做任何的事實判斷和學理論證。

三、我之國學觀

大陸學者在新時期國學研究中所提出的有關「國學」概念及其體系的界定，幾

乎都是只顧自己「接著說」而不管前人「怎麼說」，只顧自己做出主觀的價值判斷，

24 
舒蕪：〈「國學」質疑〉，《理論參考》，2007年第 7期，頁 10。類似的觀點還有劉澤華：〈關於宣

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歷史教學》，2009年第 10期，等等。
25 
陳方競：〈「新國學」建構與中國現代文化─關於王富仁先生〈「新國學」論綱〉的思考〉，《社

會科學戰線‧新國學研究》，2007年第 1期，頁 94。
26 
姜義華：〈不應漠視「國學」概念的非科學性〉，《文匯報》第 5版，2010年 10月 21日。

27 
許嘯天：〈國故學討論集新序〉，《國故學討論集》（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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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少著眼於事實判斷，也很少做出嚴密的邏輯論證。因而新時期對「國學」概念

的幾種理解都是禁不起邏輯推敲的。

我們看第一種將「國學」理解為傳統文化的界定。因為，從邏輯原理來講，

如果「國學」等同於「傳統文化」，那麼就不需要再提出「國學」概念，因為「傳

統文化」一詞早已為民眾所熟悉；既然重新提出「國學」概念，就說明它與「傳

統文化」這一概念是有別的。從概念內涵與外延來講，「國學」與「傳統文化」有

著很大的區別，傳統文化包括傳統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無論「國學」這一概念的

內涵和外延擴大到什麼程度，它都不可能指中華民族的物質文化，否則「學」字的

意義就得重新訓釋。所以，中國藝術研究院劉夢溪先生指出：「國學與傳統文化是

兩個不同的概念，即國學不等於傳統文化，國學只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指的是中

國固有的學術。我們談學理的時候，不應該把國學和傳統文化混淆起來或者等同起

來。」
28
劉先生的見解無疑是非常準確的。

再看所謂大國學、新國學，實際就是指「新中國的學術研究體系」，即把「國

學」理解成普遍意義的「國家學術」、「一國學術」。這樣的理解其誤解也是非常明

顯的：其一，它顯然已經不是清末民初提出的「國學」概念，與清末民初和新世紀

以來提倡國學、傳承民族固有學術的時代背景與初衷是相脫離的。上世紀初面臨的

是民族危亡、西方新式學校與新式學科體系在中國全面建立，傳統的民族的學術思

想體系全面退出國民教育體系；當前面臨的是新中國的學術思想體系基本西化，西

方學術思想文化通過網路、科技等各種管道更全面、更深入地占領中國各個思想與

文化角落，民族傳統的學術思想體系不僅退出了國民教育體系，也日益淡出人們的

視聽界域。如果把「國學」界定為中國當代全部的學術思想體系，等於承認民族傳

統的學術思想體系「淡出江湖」的現狀，就達不到通過提倡國學而弘揚中華民族傳

統學術思想體系的目的。其二，  一個國家的全部學術顯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建立、

再界定一個共同的學術概念；一個大到無所不包的學科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這是學

術常識。正因為如此，提出「大國學」、「新國學」的學者，迄今都沒有給出一個

明確的「大國學」、「新國學」的學術體系。那些提出中國如果有國學那麼其他國

家也有國學的人，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反駁「國學」概念。其三，中國的當代學術

28 
杜悅：〈什麼是國學，什麼是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研究所劉夢溪所長訪談錄〉，《中國教育報》，

2007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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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完全仿自「西學」，並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內涵，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新國學」提倡者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等現代文化

史諸學科的建立」、「中國古代文化史研究諸學科的學術貢獻」、「自然科學研究基

礎的鞏固與加強」、「外國文化的翻譯和介紹」等文化史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傳播看

作新中國當代學術體系有代表性的幾個方面
29
。試問，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

僅僅只是「文化史」和馬克思主義傳播兩種體系？自然科學研究能算「一國之學」？

揆諸事實，這些東西是無法與當代西方學術體系相區別的，而無法自別於西方學術

的「國學」概念與體系是不能成立，也是沒有存在意義的。其四，當代很多學者引

用鄧實的話來論證「國學」是指「一國所有之學」，這是一個大誤解。因為鄧實的

原話是「一國所自有之學」
30
，即一個國家所特有的學術學問。大陸學者在引用這句

話時大多是相互轉引，並未去核查原文，將「所自有」誤成了「所有」，一字之差，

歧異甚大。持有大國學、新國學、國學即傳統文化等認識的學者大多數可能是因為

這一字之誤而受累。其五，如果把「大國學」、「新國學」的涵義理解為用新的方

法、新的角度、新的材料等，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思想，那麼這個概

念就是把「國學」與「國學研究」合二為一，重新回到「國故學」的定位上。這既

不符合提倡「國學」的初衷，也不符合現代學術規範。因為，作為研究體系的「國

學」是沒有大小之分的；作為研究對象的「國學」只有所謂「舊」而無所謂「新」。

用「中國古典學」來代替「國學」，我以為也是不妥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中

國傳統學術思想實際上是一個沒有中斷的體系
20
，世紀的傳統學術思想衰落，是人

為的體制造成的，實際上在中國每一個角落裏，傳統學術思想文化都無時無刻不在

發揮著它的潛在作用，中國民眾幾乎每個人都可能對傳統國學知識略知一點；即使

是國學理論體系也沒有完全被取消，諸如考據與義理研究、古史與古典文獻、古代

文學的研究也還存在，只不過這種作用在當前的形勢下，正在不斷地減弱而已；而

西方古典學研究的，是主體已經變換或中斷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是一個遠離西

方現實的「學術體系」。如果用這個來替代「國學」概念，不符合「國學」客觀存

在於中國社會的事實，必然會人為地拉大「國學」與當代民眾的距離，從而嚴重削

弱「國學」固有的意義與影響。其次從學理上講，一個新學科的成立要有一個積累

29 
參見王富仁：〈新國學論綱（下）〉，頁 88-91。

30 
鄧實：〈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1906年第 19期。該報按欄目類別分頁，不標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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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過程，有別於中國古代國立學校的「國學」概念在中國已流行一個多世紀，

現在尚且仍不能被人們接受，如果現在再提出一個新的「中國古典學」概念來代替

國學概念，將更加授人以柄，更不可能被接受，不啻是揚湯止沸。復次，「國學」

不論它指的是中國傳統的固有學術，還是指對這種學術的研究，它都是一種完整的

學術體系和學科門類，不是一個單一學科，不能用現代學科體系、內涵與外延等邏

輯範疇來規範它，更不能因為適應當代國家教育與科研系統學科分類的需要，而將

它縮小為一個一級學科，這種「削足適履」的做法近乎一種「文化自殺」，既不倫

不類，也得不償失。試問：有著五千年文明發展史的中華學術思想體系，怎麼可能

用一個現代學科來囊括？其理昭然！最後，「古典學」一名還容易與現存指涉秦、

漢以前考古學的「中國古典學」相混淆。而史學界、考古學界近十幾年來，正在就

中國古典學是否應該「走出疑古時代」的問題展開討論。

除了對「國學」概念提出正面界定外，對新時期「國學」熱提出質疑和反對

意見，而值得加以討論的情況，歸納起來有這麼幾種：其一，有些學者以為現代中

國文史哲學科中已分別有了古代哲學、古代文學、古代史學的學科，如果再設「國

學」，國學中的文史哲就可能與現有的文史哲學科重複。這種認識一是不瞭解現代

學科中的古代哲學、古代文學、古代史學與中國古代文、史、哲的區別；二是不瞭

解「古代」與「傳統國學」的真正內涵。我個人以為現有帶「中古」字眼的文史哲

學科與中國傳統國學中的文史哲是不一樣的，現有的「中古」文史哲學科是用現代

西方學科體系、學術理論來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史哲。以史學為例，當代大陸中國史

學研究體系以西方科學觀為指導，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側重於用

現代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包括馬克思主義學派），從外部來研究中國歷史，如懷

揣「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原則來挖掘有關歷史事實，以唯物主義史觀為主來研究

歷史發展規律等；中國傳統史學則以儒家歷史觀與道德倫理為指導思想，從內部來

完整記敘和研究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並在這種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特有的史學

概念、範疇與話語、理論與方法等，內容豐富，自成體系。當代大陸中國史學以探

討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為目的而不論其是否切用於當代，關注的問題有歷史觀、本體

論、歷史發展的動力、歷史發展規律、主觀能動性、客觀限定性、歷史發展的必然

性與偶然性等等；中國傳統史學則以懲惡揚善、鑒戒得失為目的，不太關注歷史發

展本體規律的揭示，而十分重視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事件、人物、經驗、教訓對後世

的影響與借鑒作用，求實切用的色彩很濃厚，「未嘗離事而言理」，如孔子「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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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二百四十多年史事僅有一萬六千多字，他認為沒有鑒戒作用的史實一概不

取。當代中國史學成果的主要表現形式是研究論文與著作，而不是編纂史書；其學

術成果的承載體裁以西方章節體為主，不注重敘事、狀物、傳神而注重論述，不在

乎其是否能夠完整反映歷史發展進程；中國傳統史學則十分重視史書的編撰、歷史

事件與歷史人物的敘述之法，即編纂史書的方法、尊重史實的原則、易於理解的表

述體例、狀物傳神的歷史文學等，特別注重敘事的方式與原則，寓論斷於敘事中，

創造了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志體等豐富多樣的史書體裁，立體地反映

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總之，中國大陸當代史學本質上是一種理性史學，特

點是求真務虛；中國傳統史學則是一種鑒戒史學，特點是求實切用。

其二，有些學者認為傳統與現代是不相容的，既然提倡現代化，就不能再強調

傳統。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與和諧理念及辯證法思想是不相符的。從人類文明的

發展史來看，現代文明正是從傳統中吸取營養，獲得長足發展的。歐洲文藝復興正

是從古希臘文化中尋找到人文的始祖。現代發達國家的文明無一不是與傳統共生共

榮。中國古代《周易》中說「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無窮謂之通」，文明的發展與

演變既有變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強調其中的一面都有悖於和諧中庸的

精神。更何況新加坡、臺灣、韓國、日本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儒家文化傳統與現代

西方文明是可以嫁接的、和諧共生的。其三，有的知名學者指責「國學」沒有普世

性，沒看到世界上其他國家設「國學」
31
。這種觀點更是荒唐。因為，學科的設立沒

有普世性可言，世界各國的學科設置有其各自的文化特點，如果以西方學科為標準

來講普世性，這恰好是「西方中心論」的表現，是不足為據的。而且，「國學」指

的是一國特有之學，而所謂特有之學，世界上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只有文明

古國才有，如美國雖然是世界頭號強國，但它的學術體系來自西歐，無「國學」可

言；又如日本，它的學術思想體系是中學與西學的結合體，它的所謂「國學」只是

《萬葉集》、《古事記》等幾部古典文獻的研究與闡釋，並不成其體系。所以不能認

為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有之學。其四，有些知名學者指責「國學」一詞來自

日本，日本是侵略中華的仇敵，不應該用其「國學」之詞來表述中華傳統文化
32
。這

更是荒唐幼稚的理念。且不說其侵略者之學術概念不能使用的理據不足，因為據此

31 
姜義華：〈不應漠視「國學」概念的非科學性〉，《文匯報》第 5版，2010年 10月 21日。

3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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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中國整個現代學術體系都來自曾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都不應該使用。單說

「國學」一詞來自日本，也是值得商榷的。梁啟超在其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陸續

發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多次提到和使用「本國學問」、「本國學

術思想」，直到一九〇四年發表的最後一章（第八章）〈近世之學術〉才多次明確

使用「國學」一詞，可見其「國學」是「中國學術」、「中國學問」的簡稱。與日

本「國學」專指《古事記》、《日本書紀》、《萬葉集》等「神道」內涵差異較大。

再說，「國學」一詞中國古已有之，雖然在中國古代，國學指的是國家設立的學

校，但由於中國古代各級學校所學內容是中國特有的以經史為主、輔之以算術、天

文、曆法、法律等實用的一整套學科與內容，宗旨也是始終一貫的，故中國古代的

「國學」傳授的內容與辦學宗旨就是我們今天所稱「國學」的內涵，即中國固有的

學術思想體系。正因為如此，宋、明以後的各級學校都直接稱為「儒學」，這是中

國古代「國學」一詞具有傳統學術思想內涵的有力證明。故不能簡單地認為近代使

用的「國學」概念與古代「國學」一詞「風馬牛不相及」，更不能簡單地認為近代

史上日本學者使用「國學」之詞在前，中國學者使用在後，「國學」一詞便為日本

所有。其五，有些學者認為「國學」一名「非理性」、「混沌混亂」、「指意不明」，

內涵與外延都不好界定
33
。這是用現代學科範疇來看待「國學」一名的典型表現。「國

學」的學術體系非常明確地內涵於經、史、子、集四部中，為什麼有些學者就視而

不見呢？而且，如果中華民族的傳統學術思想沒有一個完整體系，它能夠傳承五千

年嗎？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總之，筆者以為從學術規範來講，任何學科概念、學術名稱，有兩個基本要

求：一是要有歷史積澱、歷史傳承性來作為事實判斷的依據，不能憑空任意建構新

學科、新概念；二是要能夠顧名思義，從而名正言順，即必須從名稱一看而知其特

有的學術內涵與外延，與其他學術名詞能夠區別開來，「國學」一詞，僅從字詞表

面意義來看，就可看出其「一國學術」的含義，不需要另外解釋。如果「國學」指

的是六經之學，就與傳統的「經學」概念不能區別；如果指的是傳統文化，就不能

與既有的「傳統文化」概念相區別；如果指「國故研究」，就背離了它原來的內涵，

不能與西學、新學相區別。因此，我們今天使用和界定國學概念，仍然應該依據梁

33 
參見阮航：〈國學熱之我見〉，《新學術》，2008年第 3期以及羅時光：〈略論中國「國學」之性格

─以日中「國學」之比較為中心〉，《甘肅社會科學》，2009年第 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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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超、章太炎、鄧實等先賢最初的「國學」界定，即「國學」，相對於中國在西學

影響下形成的新學指「舊學」，相對於西方傳入中國的西學指「中學」。即中國固

有的特有的學術思想、學術系統，也就是傳統經、史、子、集所內涵的學術體系。

它是針對西學、新學而使用的對中華傳統學術文化的一個總稱、代稱，不是現代學

科概念與科學概念，有它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特指的歷史涵義。正如袁行霈先生所

說：「不管願不願承認，也不管是不是喜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傳

統之中，並以自己的言談行為顯示著這個傳統的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為固有

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眾的心靈，直接間接地參與現代生活。」
34
即不管

你承不承認，「國學」都是中國歷史上和現實社會中客觀存在的學術思想體系，既

不宜用現代西方學科概念、科學概念與邏輯範疇去理解它、範圍它，更無須以學術

權威的面目或所謂創新思維去隨意更新、擴大和建構它。

至於「國學」的體系，我以為仍然應該以章太炎、鄧實等提出的經學、小學、

史學、子學、文學體系為準，因為「國學」體系只能運用事實判斷的方式從中國歷

史中去尋找，絕不可憑空虛構、向壁臆造。其途徑不外兩條：一是從中國古代教育

體系與課程設置中去歸納；二是從中國古代文獻與學術分類中去探索。而無論從中

國古代教育體系，還是從古代文獻與學術分類體系來看，國學的體系都離不開章太

炎、鄧實等所總結的這個系統。

34 
見〈國學研究發刊辭〉，《國學研究》，卷 1，頁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