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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问世的。
 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
上海的 《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 学术热点”之一。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6》，在历史学部 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
“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 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
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 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
论”。
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
热仍在持续 ，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 讨论。
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 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
 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传统， 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
。
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 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
这又增加了中国人 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
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 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 学”？
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
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2006》写了一篇题为《国学 
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 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
：“何以言学无中西也？
世界学问，不出科 学、史学、文学。
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 之。
”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 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
‘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 为一时代的名词。
”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 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
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 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
二○○五年，我在第22届国 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 
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 民族色彩的。
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 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
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 人人明白。
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 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
少争论。
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 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人手 ，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
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 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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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 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
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 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
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 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
原典 。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 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
。
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 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
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 《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
术进展 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从清代延续变革而 来。
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 学诸家。
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
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 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
文 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 养与学术思想”，这确
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
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 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七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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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
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
听昨天的大师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顾随卷-大家国学>>

作者简介

　　顾随（1897－1960），字羡季，别号苦水，晚号驼庵，河北清河县人，终生执教并从事于学术研
究与文学创作。
先后在河北女师学院、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校
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有《稼轩词说》、《东坡词说》、《元明残剧八种》、《揣龠录》、《佛典翻译
文学》等多种学术著作行世，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出版《顾随文集》、《顾随：诗文丛论》、《顾随说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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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旧日，最为脍炙人口的曹操的乐府诗还是属于抒情诗一类的作品，其中尤为有名的是《短歌行
》和《苦寒行》。
这两首诗自经萧统收录在《文选》之后，历代选录古诗的从来就不曾遗弃过，而研读古诗的也几乎人
人读得口熟。
现在先说《短歌行》。
余冠英同志在其所编的《三曹诗选》里，解释《短歌行》的主题是“对贤才的思慕”，这相当正确，
但仍有其不足之处。
说是“思慕”，不免有偏于消极之嫌；而曹操在这首诗里所表现的则是积极的求贤若渴、爱才如命的
情绪和态度，其目的则在于使贤才闻风而来，为之奔走效命。
要说明这点，怕须稍费笔墨。
首二解八句，不得说曹操对于人生抱着虚无主义。
正是因为人生短促，所以才急于在有生之时，做出一番事业，正如同《离骚》所谓“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举大事，成大业，必须有贤才相助；而在旧社会里，又常苦于“才难”。
所以“慨”“慷”之后，继以“忧思”。
第三解中之“子”和“君”俱指贤才。
“悠悠我心”和“沉吟至今”则是念之不能去心。
第四解引用《诗经&middot；小雅&middot；鹿鸣》篇诗句，而涵义不同。
原诗是宴乐嘉宾，是写实；这里则是招待贤士，是虚拟（因为贤士尚未到来）。
第五解中之“忧”仍是思贤之心。
思贤而不得见，其忧心之“不可断绝”正如天边明月不可摘取。
这是诗人加深、加重地写出自己之思贤；同时，结束了前四解，而引起了以下三解。
第六解中，思想成为行动，变消极的思贤而为积极的访贤；所以开头便是“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以下“契阔”两句写出访贤者对贤士的情谊之殷勤。
至此，总合以上六解，可以说俱是围绕着求贤这一主题而写成，但还不曾达到主题的凸出点，即是一
首诗还不曾发展到它的高峰。
凸出点或高峰在结尾的七、八两解。
分别说之。
第七解“月明星稀”四句是有名的诗句，曾被后来许多诗人征引、融化在他们的作品里。
这四句可以被理解为写实：诗人同贤士“谈宴”到夜深时所见之景，但已流露出诗人在天下荒荒时的
感触和感受。
它们也可以被理解为象征。
《文选》五臣注，张铣注说：“忠信之士游行，当择其栖托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则患害之必至。
亦如乌鹊匝树，求其可托之枝。
”但还可以更进一步，那就是：良禽择木也并不容易，倘若南飞，即使费尽气力，也还是找不到栖身
之所——“何枝可依”者，无枝可依之谓也。
这样就暗示：贤士倘若南去（姑且这么说，孙权在东南，刘备在西南），也还是找不到可事之主，不
如来投我（曹操）吧。
但这不是诗中主题的最凸出或其最高峰。
最末一解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意思是说：大自然中最高的山并不因为自己之高而拒绝再添一块石头、一堆土；最深的海也不因自
己之深而拒绝再添一点一滴的水。
在旧时，公认为大圣人的周公在周朝开国曾树立下大功勋，但也并不因为自己“之才、之美”（见《
论语》）而拒绝召纳贤士；甚至在吃饭时听说有贤士来见，他也立刻吐出口里的食物而出去接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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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天下人的爱戴。
这四句像是客观地写出山之高、水之深、周公“之才、之美”，但通过这些，诗人自己之高、之深和
“之才、之美”也形象地、生动地呈现于我们眼前。
曹操的意图当然并不在此。
他是要当时“天下”贤士看见了，“归心”于自己。
这才是《短歌行》一诗的最凸出之点或其最高峰；而且把求贤这一主题抒写得面面俱到。
艺术手腕之高超不必说。
在意识和思想方面，曹操可是过于突出了个人。
《苦寒行》是曹操最成功的一首古典现实主义五言古诗。
首先写太行山之高峻，次写路途之艰险，末幅的“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就不止于纪实而已。
这六句，特别其中的末两句还象征着曹操这位英雄人物在困难的客观环境中作艰苦卓绝的斗争的精神
。
这是曹操作为诗人最可佩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诗论诗，其题材、技巧和风格已扩大了汉代五言诗的范畴，为后来古典现实主义诗人开辟了新途径
。
唐代号称诗圣的杜甫，不能说是模袭曹操，但其五古中有些篇章就很近似《苦寒行》，特别是发秦州
、入西川那些篇。
而杜甫给予曹操的评价是：一则曰“英雄割据”，再则曰“文采风流”（见《丹青引》）。
他很可能受到曹操的影响。
为什么《苦寒行》全篇结句“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却又提出了“悲”和“哀”呢？
不错，曹操可以算得是一位敢于和困难作斗争的英雄。
不过他毕竟是千余年前的人物，世界观的局限，他绝不可能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所搞的事业也不是为国家、为人民，而是为自己。
因此，我要说他是个人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
（《短歌行》一诗可证。
）同时，他处境艰难（本文第一节已曾提及），时时有非干不可、干来不易的预感。
而疑忌多疑的人又每每苦于自己之孤立。
孟子说：“睢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
”曹操虽不能说是个十足的孤臣孽子，但环境所迫，却使他之“操心”、“虑患”十足地“危”和“
深”。
他在做到大丞相、武平侯时，曾下令说：“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
可也。
何者？
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
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为人所祸”，这时他尚且这么“操心”、“虑患”，则这之前以及创业之初，更可想而知。
以上所说种种原因就是曹操的悲哀之由来；而且习与性相成，根深而蒂固，以致随时随地，一触即发
。
诗为“心声”，所以不独《苦寒行》，便是其他篇章也往往流露出忧伤愁苦之思。
钟嵘《诗品》说他“甚有悲凉之句”，不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短歌行》和《苦寒行》之所以古今传诵，当然是由于其艺术性较高于本文第三节中所举诸篇。
但这两篇也并非没有政治性；《短歌行》更为显而易见。
P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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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收入《大家国学：顾随》的文字是从《顾随全集》、《顾随诗词讲记》中选摘出来的。
大量的有关古代词学、诗学、戏曲、小说、佛教文学、文章学、文字学方面的论述，许多只是在课堂
上的讲述、在与朋友和弟子们的书信中，经后人整理才得以公之于众。
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字才具有了原汁原味、生动鲜活的特色，可以更为直观地想象先生上课时的那种
“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的风采，更为深刻地领略先生文字背后的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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