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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世纪初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所引发的“国学热”，既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也是对
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国学既是“国魂之学”也是“学科之学”。
对于何为国学，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一是认为国学是我国固有之学术。
这主要是就国学的内容而言，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是最常
见的看法。
二是认为国学并不完全等于传统学术，而是近代学者受西学的刺激，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传统学
术的研究、整理，它强调的是世界眼光、现代意识。
三是认为国学是“国魂之学”，是一个国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强调的是国学的价值和意义
，它与古代“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的说法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在我们看来，这三种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国学研究总是要以以往的历史为对象，离开了传统学术，国学研究就成了“无米之炊”，国学也就不
成其为学了。
但我们今天研究国学，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以现代的理念为指导，充满明确的创
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一
种“重构”。
从知识上来说，今天的国学应该是更有体系、更有条理，更符合现代学科的要求。
同时它又是“国魂”之学，应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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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乃民国时期“诸子学”史料汇编，辟为四编：民国“诸子学”兴起的缘由；西学视野下的民国“
诸子学”；民国“诸子学”的方法、评论与论争：民国“诸子学”的主要成就。
该书较为详实地再现了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的学术成就和理论方法，对于当代的国学研究，颇有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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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新开展  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  杨朱教义与复兴中国  墨子教义与中华民族复兴之前途  法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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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读子之法  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  近人哲学史关于孟子学
说之误解  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  《
中国哲学史》中几个问题——答适之先生及素痴先生  评陆懋德《周秦哲学史》  评冯振著《老子通证
》  评黄子通先生著《儒道两家哲学系统》  与陈柱尊教授论诸子书  与陈柱尊教授论诸子书  论墨学  诸
子不出于王官论  先秦诸子之起源  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附录一  与钱穆先生论《老子》
问题书    附录二  致冯友兰书  读《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答适之先生第四编  民国“诸子
学"的主要成就  一、前序、绪论或结论  杜守素《先秦诸子思想》绪言  蒋伯潜《诸子学纂要》绪论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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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乡之后，不知不觉之间便整整住了五个月，白果树的叶子逐渐翻黄，气候寒冷了下来，又到了要作
进城打算的时候了。
但我所想写的东西却还没有完毕。
我想写《名辩思潮的批判》，企图把先秦诸子关于名辩的思想综合起来加以叙述。
我不想把所谓名家的惠施、公孙龙诸人孤立起来看，也不想对于墨家辩者毫无批判地一味推崇，那种
非辩证法的态度是我在整个研究中所企图尽力摒弃的。
这工程比较艰剧，但我不能再推延了，很想火迫地把它完成，因为时局一天一天地严重了起来，敌人
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快要如愿，似乎不能容许我再有多的余暇来，在旧纸堆中出没了。
十一月六日我一个人进了城，准备参加第二天的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庆祝。
在城里住了九天，研究工作是完全停顿了。
十九日往北碚看舍予兄，来回又耽搁了三天。
认真“开始写《名辩思潮的批判》”是二十九日。
在这时桂、柳相继沦陷，敌人还有西进的模样，一般人都有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情形。
逃难呢？
上山呢？
大家都在那儿认真考虑着。
我在这时候却于十二月四日又把全家搬进了城。
有的朋友感着奇怪，他问我：“别人都在下乡（逃难）的时候，你怎么又搬进城来了？
”我的回答是：“敌人不会来的。
”我的这个预言倒当真猜中了。
（理由很简单，日寇和蒋政权是狼狈为奸的，他何必来？
）进城后的第三天，我又开始继续写作，是关于庄子的部分。
但来访的友人很多，“仅一着手，即有人来，进行很不顺畅”。
八日“独山克复消息传出”，群情稍见稳定。
接着上司下司亦有相继克复的消息。
外界传言：“西犯之敌，人数极少，只御单衣短裤，盖准备南下广东，误向西来者。
”这样重庆的生活经过一番甚嚣尘上之后，似乎又像洒了水的一样了。
然而我自己的生活却是相反，日日为人事繁忙，倒弄得甚嚣尘上，很难得安静下来了。
文章一天写得一两页，一两行，或甚至一两字。
艰涩得比钻石磴似乎还要费力。
就这样一直拖延到一月中旬（是那一天，日记里失记），才勉强完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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