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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读经、祭祀等各种社会形式的“国学热”的兴起以及高校国学研究
机构的设立，国学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后，再度成为了学界乃至公众媒体热议的“显学”。
我们在谈论国学、推广国学的同时，禁不住要问一问，到底什么是国学呢？
　　沿着历史的年轮向上追溯，我们发现“国学”一词，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
它最初指的是相对于乡学而言的国家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以六艺为具体的教授内容，后演化成为
最高学府的代称。
这就是国学的最初意义，这种意义一直沿用到了清末。
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抛弃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幻想，开始从制度、文化上来追问落后的根本原
因，“西学东渐”和“中体西用”作为民族振兴之策被提出来。
这些巨变使知识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感，并成为提倡国学的内在动因。
　　在清末民初这种独特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国学”一词的含义发生了转化，近代意义上的“国
学”顺理成章地被提了出来。
贤达之士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并积极创办刊物，创立组织来宣传国学宏旨，国学一度在民间和官方
都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国学的固有价值也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重估。
如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
他还出版了《国学概论》（1922年）一书，此书可以说是国学专著之始。
1911年，罗振玉、王国维创办《国学丛刊》。
1919年北京大学创办《国故月刊》，刘师培在《发刊词》中表明了“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宗旨，
后又撰写了《国学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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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对它的认识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情景
而变化的。
对于国学定义的分歧，反映出的是国学的丰富性、开放性和国学的内在的生机。
无论怎样定义国学，我们要做的，都不是对国学的全盘继承或复制，而是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对其进
行，“创造性的转化”，而前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此，作者选择了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王国维、顾颉刚共八位国学
大家，予以简介。
作者的选择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因为儒学是国学的主体，所以文中更多地考虑了新儒家在国学中的
地位与影响；二是侧重传统学术及其相关的争鸣。
在简介完每位大家之后，都附有该大家的代表论著的选录，方便读者阅读，以利于读者获取对国学的
直观感性的认识。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选择并不是全面的，更不否定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
人心中国学大家的标准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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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冷成金，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文学与文化的张力》、《中
国古代文学史》（唐宋部分）、《隐士与解脱》、《古道酣歌》等；古籍整理、编著有《苏轼》（词
选注）、《陆游》 （诗选注）等。
在《文学评论》、《东方》（韩国）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文章70多篇。
有多部著作被翻译成韩文、日文出版。
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主编学术辑刊《中国苏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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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梁启超：未能忘情是政治.熊十力：特立独行的哲学家 梁漱溟：在问题中生活的“最后的儒家” 冯友
兰及其新理学牟宗三：“良知坎陷”与道德形上学的重建 唐君毅：人文世界的“灵根自植” 王国维
：在现代学术与文化传统的磨啮中 顾颉刚与“古史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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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夫心者，恒转之动而辟也。
（依用显体，故名本体日恒转。
说见中卷。
）盖恒转者，至静而动。
（此中静者，非与动反之谓。
而动者，亦非与静反之谓。
盖就日常经验的物事言，则方其静止也，即不曾动转。
而方其动转也，亦即不曾静止。
今就本体上言。
则不可以物之动静相，而相拟测。
本体是即静即动的。
动者，言其妙用不测也。
静者，言其冲微湛寂，无昏扰相也。
）至神而无。
（神者，虚灵不滞之称。
无者，无形相，无障染，无有起意造作也。
）本未始有物也。
（物者，有形质与方所之谓。
本体不可以物测之。
）然其神完而动以不匮。
（完者，无亏欠也。
不匮者，无穷竭也。
）斯法尔有所摄聚。
（法尔犹言自然。
非有意为之，故云法尔。
摄者收摄。
聚者凝聚。
）不摄聚，则一味浮散，其力用无所集中，唯是莽荡空虚而已。
（莽荡，无物貌。
空虚，无物之谓。
）大化流行，岂其如是。
故摄聚者，真实之动，自然不容已之势也。
（真实，谓本体。
）摄聚乃名翕，翕便有物幻成。
（物非实故，云幻成。
）所以现似物质宇宙。
而恒转。
至是乃若不守自性也。
（恒转，寂然无相，本非物也。
今其动而翕也，则幻成乎物。
是恒转已物化，而疑于舍失其自性也，乃若者，疑词。
）实则恒转者，真实而不可渝。
纯白而无染，（纯白者，清净之形容词。
）刚健而不挠。
（不可折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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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果化于物而不守自性者乎。
其动而翕也，因以成物。
而即凭之，以显发其自性力。
《明宗》章说，本体是遍现为一切物，而遂凭物以显。
（详在上卷。
）此非深于观化者，则信解不及也。
夫本体，若不现为用，则直是空无而已，岂得名为体耶。
体现为用，则不可浮游无据。
故其动而翕也，则盛用其力以成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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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之光：近代国学大家论著选读》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国学之光——弘扬国学中所蕴含的精神资源与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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