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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国学”是在原有的“国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国学”是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西学 ”)区别开来而提出的一个学
术概念。
再早有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提出的“ 中学”，但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的“中学”主要指的是中国传统
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由章太炎提倡的“国学”则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
种不同的学术门类，在哲学中也包括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是有关中国古代
学问的总称。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了将“国学”与“国粹”区别开来，胡适曾经将“国学”界定为“国故学 ”
，这一方面扩大了“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化和金文、甲骨文的研究包
含在了“国学”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也更加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重新整理和研究，但胡适
的“国学”也仍然是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学问，而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成和
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
1949年之后，除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化圈还继续使用这个学术概念之外，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基本
上已经不再使用它，但这也使中国大陆学术和中国大陆学者丧失了自身的整体感觉，从而将内部的矛
盾和差异发展到彼此无法相容的程度。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个概念才再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并且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
的概念。
但直至现在，它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即它仍然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学问的总称。
    但是，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诞生之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又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一个世
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尽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主要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
的独立创造，是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
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同样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
纳入“国学”这个总体的学术概念之中。
我们所说的“新国学”，是与原有“国学”相对举的，但却不是相对立的，它既包括对中国古代历史
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既包括中
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
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同时也把中国学者对现实实践问题和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纳入到这
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之中，目的是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
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新国学研究》的创办，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
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
“新国学”并不排斥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在原有“国学”观念基础上取得的学术
成果，只是要把这些成果纳入到“新国学”这个更大的学术整体中进行具体的阐释、理解和运用，以
使之有机地融合到民族学术的整体之中去。
“新国学”也并不否认学术争鸣、学术讨论的必要性，但这种争鸣和讨论的目的却不在争论双方一时
一事的胜负，而在各自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整个民族学术事业的丰富和发展。
《新国学研究》中的任何一篇文章都不是作为“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样板而被刊发的，它只是给
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以它的包容性和严肃性体现我们对“新国学”这个
学术概念的具体理解。
     《新国学研究》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
这并非我们的偏好，而是因为当前的学术刊物大都以发表二万字以下的论文为主，而出版社出版的学
术著作又大都不能少于十二万字，这就使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也在某
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术文体的单一化。
我们希望给这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使我们的学术文体变得更加自由、
更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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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人手不足，《新国学研究》暂时只刊发特约稿件，不接受外来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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