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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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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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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电视讲坛途径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
听昨天的大师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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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庵，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青年时代既接受了封建传统教育，又受到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
1901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先后在苏州和南通的师范学堂教授哲学、伦理学、
心理学和社会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亡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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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余正告天下日：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学之义广矣。
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
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日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
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
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
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
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畿《史通》之类）。
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有文学之史（如各史《文苑传》）焉。
而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
故三者非斟然有疆界，而学术之蕃变，书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
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
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
事也。
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
文学之所有事。
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
唯一国之民，性质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
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涣，故不能不主此学而从彼学。
且于一学之中，又择其一部而从事焉。
此不独治一学当如是，自学问之性质言之，亦固宜然。
然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
故是丹而非素，主人而奴出，昔之学者或有之，今日之真知学、真为学者，可信其无是也。
夫然，故吾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可得而详焉。
何以言学无新旧也？
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
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
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
何则？
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
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
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
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
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
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
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
制度、风俗之历史，弁髦居其半焉。
而史学家弗弃也。
此二学之异也。
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
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
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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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
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
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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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异者，广狭、疏密耳。
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
也。
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
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
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
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
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
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
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
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劂、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
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
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
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顾新旧、中西之争，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唯有用无用之论，则比前二说为有力。
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
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
然物理、化学高深普遍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
动植物之学，所关于树艺、畜牧者几何？
天文之学所关于航海、授时者几何？
心理社会之学，其得应用于政治、教育者亦鲜。
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
然自他面言之，则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
古人所谓不学无术，非虚语也。
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
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
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
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
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
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偈之徒所与知也。
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
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
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
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
此晓哓也。
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敢以此言序其端。
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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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国学王国维卷》介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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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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