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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内涵的变迁与章太炎国学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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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国学”已经是当代社会不胫而走的名词，但是这个名词在社会上常被误用。有人

把读经称为国学，有人把文言文本通称国学，有人把社会上模仿古代祭祀的礼仪仪式称为国学，
就连背诵《弟子规》、二十四孝，也被有些人称为国学。林林总总，国学呈现出一种乱象，怪不得有

些真正懂得国学的人主张放弃“国学”这个概念。但是，国学问题涉及到文化和思想的传承问题，
涉及到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延续问题，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命题。其实，“国学”概念从

产生到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古代国学不论是作为教育制度的名称，还是作为教育内容的名称，
都与帝王宫廷有关，这些定义是今天不能直接沿用的。１９—２０世纪之交，“国学”与“盲目西化”
对立，成为一种学术主张，并且具有了明确的现代意识和古为今用的品质，这才是现代国学的基

础。所以，国学现代化的首创人物章太炎的学术理念和特点，是十分值得总结的。在２１世纪的

新形势下，在信息社会的大环境中，相对于章太炎所处的时代，又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学尚需

进一步推进。必须克服滥用“国学”复古的偏颇和“遗产无优劣论”的片面性，按照“立足中国、借

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发展国学，让国学在建设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新文化的征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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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这个名词已为学界和大众熟知，但国学

是什么？这个延续数千年内涵几经变更的历史名

词是否还适合当代？如果国学在当代还有发展的

意义，历史上哪一个“国学”是当代国学的起点和基

础？这些问题需要在辨清历史背景、梳理“国学”概
念内涵的基础上给予回答。

一、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国学”

《礼记·王 制》① 在 阐 释 上 古 教 育 制 度 时 说：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

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商人养国老于右学，
养庶老 于 左 学。周 人 养 国 老 于 东 胶，养 庶 老 于 虞

庠。此四代之国学。”《周礼·春官》在说明乐师的

职能时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

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在这两处典籍的记载里，我们看到了“国学”这个名

称，也看到了“国老”、“国子”与“国学”的联系。可

以确定的是，西周以前，“国学”指的是古代教育的

一种制度：国老与庶老是两个等级，国子与庶子是

两个等级，他们相对应于宗法社会的大宗与小宗。
国学，应当是宫廷的最高学府，是相对乡学而言的。

根据《尚书》，上古的教育之官是司徒。《周书》
的《洪范》中，记载了尧舜时代治理国家方方面面的

“九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

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

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

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

极。”其中的“农用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
司寇、宾、师，概括了有关生活管理的八种事宜，第

五“司徒”，就是掌管古代教育的官。上古的学校有

不同的名称，夏代叫作“校”，殷代叫作“序”，周代叫

作“庠”。其中“序”的本义是“墙壁”的意思，引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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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之义。“庠”又叫作“成均”，“序”又叫作“瞽

宗”———古代教授音乐的老师，很多是由盲 人 担 任

的。总之，“庠序”是国学与乡学的通称，虽有等级

的差别，却都属于上层文化。尧舜时代不是信史的

时代，但在后代诸多记载中，有很多传说性的记载，
也可以看 到 这 些 制 度 在 后 代 的 效 法 和 延 续。《孟

子·梁惠王》在提到理想的社会时，明确提出了教

育的重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

不负戴于道路矣。”而在《孟子·滕文公》中，进一步

明确了“法先王”的思想来源：在洪水平定之后，人

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圣人开始关注教育，“人之有

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敎，则近于禽兽。圣人有

忧之，使契 为 司 徒，教 以 人 伦。父 子 有 亲，君 臣 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的生存、温

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如果没有教育，那就和禽兽没

什么区 别。因 此，要 让 司 徒 来 教 化 民 众。这 些 记

载，都证实了三代教育的古法。
周代进入了宗法制，用血统维系统治，教 育 制

度更趋严密，“国 学”是 指 宫 廷 中 的 最 高 学 府，“乡

学”则是建立在乡、党这一层次的学校。“国学”是

养“国老”的，国老是当时最有学问并且具有一定的

资历的长者，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帝师”。他们负责

教导国子，并给天子、诸侯执政作参谋。
《周礼·春官·乐师》中所说的“掌国学之政”

的乐师，地位是很高的。古代的乐舞不仅是一种艺

术欣赏，其重要的职能是和礼仪相配，配合“行礼如

仪”的动作来调整情绪、协调节奏。音乐可以陶冶

人的性情，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国学中，对贵族进行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
其中，“书、数”是 语 文、数 算，这 是“小 学”的 课 程，
“射”是射箭，“御”是赶车，二者是当时战争的必备

技能，而“礼乐”则是古代高级的人文教育———古代

的国子必须能文能武，既要懂得文化礼仪、治国方

略，也要受到射、御训练，掌握作战技能。这就是周

代的宫廷教育机构的“国学”的内涵。

二、等同于“经学”的“国学”

中国古代社会几经变革，以血统论“大宗”“小

宗”的严格 的 宗 法 制 度 难 以 全 面 维 持，严 格 的“国

学”教育制度也就无法长期存在，作为文化垄断势

力的国学不断受到私学的冲击，但宫廷教育仍然是

文化教 育 的 主 流。只 是，学 习 的 内 容 也 逐 渐 有 所

改变。

秦代烧灭经书，涤除旧典，汉初黄老之术盛行，

经过文景之治，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
《汉书·武 帝 纪》①载：“孝 武 初 立 卓 然，罢 黜 百 家，

表章六经，兴太学。”《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

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

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 也。臣 愿

天子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

材，则 英 俊 宜 可 得 矣。”汉 武 帝 元 朔５年（前１２４
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建太学，为当时的最高学

府，太学初建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经学博士和五

十个博士弟子。汉昭帝时根据诸经分别设立博士，

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加一倍。汉元帝好

儒，只要通一经即可，设员千人。到了汉成帝的时

候，有人说：“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

子少于是。”孔子一介布衣尚有弟子三千，大汉王朝

的太学居然连三千人都不到！一激之下，成帝增弟

子员三千人，一年多以后才减回一千人。平帝时王

莽秉政，每年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太学学习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立博

士的目的是强化经学的地位，使经书成为宫廷教育

法定的主要教材。“经”是古代宫廷用以教育国子

的基本典籍，也是体现正统思想文化的官方课本。

汉代有今、古文经之别，今文经是用西汉初期隶书

书写的经典，强调义理以服务当代的统治，古文经

是发掘出的周代旧籍，修孔子宅发现的壁中之书，

用战国文 字 书 写 的 经 典。古 文 经 因 此 强 调 以“小

学”（语言文字）通经典，旨在恢复经典的历史面貌。

今文经或古文经学中某家之说被立为博士，就有了

官学的地位，进入太学，也就是国学了。这里仅举

《诗经》《周易》《尚书》的经学历史为例：就《诗经》而
言，《经典释文》记载，“前汉鲁、齐、韩三家《诗》列于

学官，平帝世毛《诗》始立。齐《诗》久亡，鲁《诗》不

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

国学。”就《周 易》而 言，《隋 志》载 郑 玄《周 易》注 九

卷，又称“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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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至 隋 王 注 盛 行，郑 学 浸 微。”就《尚 书》而 言，
“齐建武中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孔氏传古文，比马

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梁、陈所讲有

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

氏甚微，自余所存，无复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

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书之残缺者，故
附尚书之末。”自董仲舒以来，儒家经典除了在历史

文化和道德修身方面的作用外，在政治上起到维护

“大一统”的作用，多为皇权所推崇。由此可见，汉代

“国学”和“经学”有一种混同的趋向，“国学”不再是

机构的名称，而是称谓“五经”以及某种经学流派的

名称。

三、超越经学的“国学”

中国历史上政治出现分裂的时代，文化的发展

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往往出现转型或部分转型的状

况。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型期。由于

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分裂

的局面。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
佛教的传入和影响的深广对正统文化的冲击很大，
政治大一统的破坏使统一的宫廷教育的单一体系

不复存在。南朝宋元嘉十五年（公元４３８年）建立

“四学”。《资治通鉴》记载：“帝（南朝宋高祖刘裕）
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

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玄立文学，散骑常侍

雷次宗立儒 学。为 四 学。”①这 里 的 儒 学 相 当 于 经

学，玄学是以老庄为主的哲学和一部分文学，再加

上当时独立提出的史学，“四学”扩大了国学内容的

范围。这种内容的扩展与宫廷主流的思想是不一

致的。司马光在这段记载后评论说：“君子多识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

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

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

四学哉？”这段话正代表维护正统的思想潮流。不

过，尽管正统的史家只承认经和史，但后世文章的

范围扩大，文体不拘一格，文人文化兴起后，国学的

研习内容 局 限 于 宫 廷 的 狭 小 范 围 已 经 无 法 维 持，
经、史、子、集四分的格局，已经初见端倪。

南北朝的学术纷乱状况，至隋代到唐 初，没 有

多大的改观。科举的考试内容有很大的调整。唐

代国家以经学、法律、音律取士，凡博士助教，分经

授诸生，学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

以上，二十五以下。当时《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

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

羊传》《春秋榖梁传》为小经。唐代的读书人学习经

典有不同的层次，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

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 各 一。通 五 经 者，

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唐文宗太和七年开刻的开成

石经，已经有１２经：易、诗、书、三传、三礼之外，《论
语》《孝经》《尔雅》都在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由

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当时“学书

日纸一幅，闲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
苍》《尔雅》”。《国语》不但属于历史，而且有列国通

史的地位，语言也强调规范，显然在史学之外，还有

语言教育的目的。《尔雅》《说文》《字林》《三苍》都

是字书，但它们不是一般的工具书，而是通经史的

语言文字类专书。

由于唐初儒学内部仍是宗派林立，加之战乱四

起，儒家 经 典 多 有 散 佚。盛 唐 为 了 统 一 政 治 的 需

要，思想文化的建设需要整肃，首先亟需整顿混乱

的经学。为了治理汉末以来经学的混乱，唐太宗下

令召集以国子祭酒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为首的著名

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五经正义》撰成于贞

观十六年（６４２年），唐 太 宗 虽 给 予 很 高 的 评 价，下

诏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
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编成后，并欲施 行。但 有

太学博 士 马 嘉 运 撰 文，指 出《五 经 正 义》“颇 多 繁

杂”，还有 类 似“彼 此 互 异”，“曲 徇 注 文”，“杂 引 谶

纬”，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永徽二

年（６５１年），朝 廷 诏 中 书 门 下 与 国 子 三 馆 博 士、弘

文馆学士考正之，又经马嘉运校定，又经长孙无忌、

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６５３年）颁

行，流传全国，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这就是唐代

兴起的经 书 二 度 注 释。“事 必 以 仲 尼 为 宗”，试 图

“去其华 而 取 其 实，欲 使 信 而 有 征”。这 部 官 修 的

《五经正义》，使汉代古文经学家以“小学”通经学的

传统得以传承。

宋代书院制兴起，国学的范围也随之更加扩大。

当时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金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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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崇儒书院、仁文书院等，朱熹就曾在白鹿洞书院

授徒讲学。今天香港很多学校中的高级研究院也称

为“书院”，这一名称正由此而来。“国学”这一概念

由一种教育制度的名称，逐渐转变为教育内容的名

称，唐代以前，其内容仍限于宫廷的上层范围。宋代

开放了书院教育，“国学”的范围才走出宫廷，有了更

为扩大的空间，内容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度。
清代乾嘉学者延续了古文经学和唐代经学的

观念，以“小学”为研究主线，从汉字字理入手来解

读典籍。乾嘉之学以顾炎武为开端，相承的吴、皖

两派又以皖派传承影响深远。戴震师承江永，戴学

的传人中又以段玉裁、王念孙成就最高，而俞樾与

孙诒让直接继承王引之。章太炎师事俞樾七年，又
直接问学于孙诒让，从学术渊源上确立了他乾嘉学

派殿军的地位。乾嘉之学重在贯通小学、经学、史

学，从语言文字出发解读经典，进而理解民族的历

史文化。学术界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思想史

和文学史，对于乾嘉之学主要采取批判的态度，认

为他们是躲避清代的文字狱，只知道爬梳古籍，没

有思想，这 实 际 上 是 一 种 误 解。很 多 学 者 都 曾 指

出，乾嘉之学是在中国文化走向近现代时期整理古

代典籍的必然发展中产生的。传承历史文化是一

种使命，从顾炎武到戴震，他们都有一种振兴民族、
唤起民心、注重国事的情怀。到了道咸时代，小学

才开始衰微，史学的考据也流为琐屑。
总结魏晋至清代的国学，在体制上已经超越了

宫廷教育的 制 度，在 内 容 上 已 经 超 越 了 经 学 的 范

围。它几乎是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文化精神的总

括，而国学知识的范围，不妨以《四库全书》所涵盖

的经、史、子、集来概括。

四、反对“盲目西化”的国学

晚清时 代，世 界 正 处 在 一 个 大 变 革 时 期。１８
世纪至１９世 纪，欧 洲 革 命 风 起 云 涌。１８４８年，奥

地利、波兰、普鲁士等国，相继发生革命，法国１８４８

年革命之后，１８７１年 成 立 了 巴 黎 公 社。在 列 强 纷

争、弱国图强的大形势下，中国正值清廷道咸年间，

政治腐败，军事衰弱，文化封闭。受到世界革命大

潮的冲击，为列强军事干涉所威胁，意欲图强。但

清廷改良派采用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和“托古

改制”的 维 新 变 法，以 及“师 夷 制 夷”、“变 器 不 变

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祛新旧之名，浑融

中外之迹”的种种主张，不但没有解救国家危机，反
而饮鸩止渴，给列强的文化侵略制造了可乘之机。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语言的输入，《英华

大辞典》《法华新字典》《中德字典》等大量外语学习

词典陆续出版。为翻译而编辑的《化学材料中西名

目表》《西 药 大 成 药 品 中 西 名 目 表》等 中 西 名 目 字

汇，也相继发行。１９１５年开始酝酿的新文化运动，

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文化

教育革新的思想，都对中国新文化建设有较好的推

动作用，在社会改造方面，几千年皇权下生存带来

的陈规陋习和不良心态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２０
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时潮中，参杂着多种正、负面的

因素，情况十分纷乱。在积极追求文化教育普及、

促进社会现代化改造的同时，中国人迷信西方、盲

目西化、丧失文化自信、忽略自己历史和对传统全

盘否定的倾向，在那个时代，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２０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针对改良主义和盲

目西化的思潮，一批熟知国学、传统文化根柢深厚

的革命党人，提 出“研 究 国 学，保 存 国 粹”的 主 张。

１９０５年“国学保存会”成立，《国粹学报》①《政艺通

报》②等先后 创 刊，有 选 择 地 保 存 国 故 的 主 张 有 了

宣传的阵地，形成讨论的热点，持有这种主张并将

其纳入民主革命文化建设的学者被称为“国粹派”，

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

病、黄侃、马叙伦等，章太炎在其中起到引领作用。

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

的过程中，如何将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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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两者摆对位置，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

粕，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这个亟

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被称

为国粹派的一种思潮就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产生。
被后来人称为“国粹派”的群体中，存在着两种

完全不同的倾向。他们中确有一些人站在以旧学

反对新学的立场上，泥古不化，恶性膨胀，在反对西

化的同时，推崇腐朽的封建思想，助长了封建复古

主义逆流，阻碍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妨碍了现代新

文化的建设。但是，国粹派的主流提出了国粹保存

主义的明确主张，是坚决批判盲目迷信西方，妄自

菲薄，宣扬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的错误

思想的。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

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只有

恢复民族自信，继承传统，依照适合中国特色的原则

吸取西方的优点，才能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国家。
这里以黄节《国 粹 保 存 主 义》①一 文 的 主 要 观

点为例，来说明这些民主革命的先锋人士的主流思

想。黄节把“国 粹”定 义 为“国 家 特 别 之 精 神”，他

说：“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

我国之粹，非国粹也。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

藏于 国 民 之 原 质，具 一 种 独 立 之 思 想 者，国 粹 也。
有优美而无粗觕，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

弊，为人类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天演家之择种

留良，国粹保存之义也。”②这段话明确了“国粹”绝

对不是所有的中国个别事物之和，而是一种具有民

族特点的思想精神。这段话还说明了，“国粹”是发

展、进化的、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精华。还说明，保存

国粹不是复古。在这篇文章里，黄节又说：“是故本

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

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为国粹也。”这段话更说明，
我们要保存的“国粹”，是以是否适应本国为标准，
其中也包括借鉴外国而被我们吸收了的文化，保存

国粹反对的是迷信西方，盲目崇拜西方，而不是拒

绝先进，泥古排外。国粹派的主流人物，多数是站

在推翻帝制、救亡图存前沿的民主革命家。他们提

出“国学、君 学 对 立 论”，批 判 君 学；强 调 在 效 法 西

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

有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为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

东西。他们反 对 的 是 放 弃 中 国 特 色，以“西 化”为

“现代化”的偏颇，在他们的宣言和行为中，革命与

进步的动机荦然可见。

这时的国 学，与 古 代 国 学 不 论 在 目 的 和 内 容

上，都有了本质的区别，是与现代化建设的方针紧

密相连的。

五、走向现代的章太炎国学

就２０世纪初的国学而言，章太炎是主 流 国 粹

派的代表人 物，但 他 又 是 高 于 国 粹 派 的 现 代 国 学

家。前面说过，在学术渊源上，章太炎是乾嘉国学

的殿军，他的学术积淀着传统国学广博的知识，有

着清代小学与经学丰厚的 修 养 和 积 累。而在世界

观和时代精神上，章太炎又是坚决反帝反封的战士，

他的国学充溢着新文化建设的理想，与宗法制度下

的国学、统治者的国学、中体西用的国学、泥古后退

的国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章太炎的国学已经

走向了现代。我们把他的国学的特点总结为六点：

第一，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文化自信。他说：“中
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

学。”“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言

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

域外。”③语言和 历 史 是 有 棱 角 的，是 有 民 族 性 的，

不论是交流还是研究，不同语言具体的差异性比之

抽象的共同性，永远是更为重要的。章太炎说：“饴
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不可以委心

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④中国和西方的

基本文化要素是有区别的，就像不同的食物，味道

很难相同。章太炎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

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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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节（１８７３－１９３５），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别署晦翁、佩文、黄史氏、蒹葭 楼 主 等，广

东顺德人。因鄙夷同宗黄士俊的变节行为，易名“节”。黄节 为 我 国 进 步 报 业 的 开 创 人 之 一，也 是 著 名 的 教 育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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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制言》半月刊，第２５期，１９３６年版。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７页。



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灭。因为他不晓得中国

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日衰薄

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

爱种的心，必 定 风 发 泉 涌，不 可 遏 抑 的。”①爱 国 爱

种的心，要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了解的基础上。章

太炎格外强 调，“用 国 粹 激 动 种 性，增 进 爱 国 的 热

肠”，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尊心，把它看

做振兴民族的前提。
第二，彻底反对封建糟粕的革命思想和时代精

神。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核心精神的传承，而不是历

史生活方式的盲目复古。章太炎赞同章学诚的“六
经皆史”，不主张把经看做“修身”的书，主张读书要

“识得大体”，“得其精神”，不被前人的流派所限制。
就是要把宗法社会、封建社会陈腐的“思想教科书”
的经，变为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借鉴的历史。他既

反对怀疑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没有分辨力

的食古不化。他把道德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普

通伦理”，他 说：“是 不 变 的”；另 一 部 分 是“社 会 道

德”，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的。以孝道为例，对于父

母的 爱 与 关 怀，当 然 是 要 继 承 的，这 是 普 通 伦 理。
但古代宗法社会的“孝道”，与世袭、独裁、等级相关

的具体行为标准，是无法继承的。压制和束缚人的

自由民主精神、扼杀人的创造精神的糟粕，也必须进

行理性的反思。诸如二十四孝、《弟子规》等，也就没

有必要全盘接受。章太炎反对独裁，反对等级制度，
反对对于人性的压抑。他说：“我们既不可以以古论

今，也不可以以今论古。”他的革命思想和时代精神，
决定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是非、优劣是有所分辨的。

第三，面向未来和社会的深谋远虑的 致 用 观。
章太炎面对社会问题每每有深刻的理性思考。举

例来说，首先看他在汉字问题上的态度。１９０８年，
吴稚晖在《新 世 纪》杂 志②发 表《评 前 行 君 之“中 国

新语凡例”》一 文，文 中 说：“象 形 字 为 未 开 化 人 所

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这里的象形字，就是

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合音字就是诸如英语等

表音文字。章太炎发表万言长文明确指出：“象形

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

音，难知其义。”③他 指 出，一 个 国 家 的 文 字 所 以 能

够保存、传行，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

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

契合。同时，在追求教育普及的实践中，他“取古文

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３６声母、２２韵母的切音方

案。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

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后来，这

个方案中的１５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对汉字

改革问题，他眼光远大，思虑周全，明确指出，在强

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必须考虑到高等教

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

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面对

汉字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我们不能不钦佩章太炎在

作为文化基石的汉字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第四，保持理性、探究本原的 科 学 精 神。章 太

炎总结 自 己 的 学 术 研 究 说：“三 十 以 后 有 著 书 之

意……亡命东瀛，行箧惟《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

二书。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说文》，久之，觉段、桂、

王、朱见俱未谛。适钱夏、黄侃、汪东辈相 聚 问 学，

遂成《小学答问》一卷。又以为学问之道不当但求

文字，文 字 用 表 语 言，当 进 而 求 之 语 言；语 言 有 所

起，人、仁，天、颠，义率有缘，由此寻索，觉语言统系

秩然。”他说：“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

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

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

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

也。”④章太炎在发展《说文》学的过程中，突破了清

代末流文人繁琐的考据，以追求“所以然”的科学精

神，把中 国 语 言 文 字 学 引 向 理 论 的 探 讨。他 继 承

“小学”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求实作风，善于从大量语

言文字材料 中 归 纳 条 例，但 也 多 次 表 明 要 明 其 条

例，贯其会通，要其义理，探其根本。这是他的语言

文字学能够较好地与现代语言学接轨的重要原因。

他对于汉语汉字的研究，是一种求本溯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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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一九○六 年 七 月 十 五 日），载 章 太 炎 著，章 念 驰 主 编：《章 太 炎 演 讲 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页。
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江苏武进人。１９０２年加入上海爱国学社，曾参与《苏报》工作。１９０５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

会，早年出版《新世纪》报，鼓吹无政府主义。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６１页。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



章黄《说文》学教学采用系联的方法，看到《说文》内
在的形音义网络，隐含着系统论的原则。在研究方

法上，他提出了“治经”的六条原则：“审名实，一也；
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感情，
五也；汰华词，六 也。”①章 太 炎 认 为 学 术 研 究 应 该

是平易的、客观的、朴实的。他用“始则由俗转真，
终乃回真向俗”一语来概括自己的学术研究，学术

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也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
同时，为了反对急功近利的庸俗致用观，章太炎对

“经世致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学者在辨名实，知
情伪，虽致用 不 足 尚，虽 无 用 不 足 卑。”②章 太 炎 去

除了“经世致用”中功利化和实用主义的弊端，用辩

证的思想处理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且在自己的

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
第五，以弘扬国学、振兴民族精神为己 任 的 高

度责任感。章太炎在狱中自负地写道：“上天以国

粹付余，自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

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至于支那

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
是则余之罪 也！”③他 认 为 自 己 是 肩 负 着 传 承 国 学

的责任的，要把我们的文字、语言、典籍、思想、历史

传承不息。如果中国学术的研究能够坚守这种精

神，就不会盲目地崇洋媚外，而是能够实现文化的

自信！章太炎说：“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

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

学答问》以 见 本 字，述《新 方 言》以 一 萌 俗。”④《文

始》采用语音系联探求汉语词源，《新方言》在语音

分化中寻求早期状态，《小学答问》在用字的纷乱中

探讨本 字。这 一 切 都 为 了 祖 述 华 夏 文 化 的 根 源。
语言文字的根源，就是传统文化的根源。章太炎语

言文字研究中的文化自信，是很有深意的！

第六，博览群书，将中国文化溶于血液 中 的 博

学与智慧。章太炎是一个深刻而智慧的人，他博览

群书，经史烂熟于心，借鉴历史而观察当代，穷究根

源而看透世态。他同时熟悉世界文化顶峰时期的

西方文化，从这个立足点上出发，不断加深对哲学、
佛学、经 学、史 学、医 学 等 中 国 固 有 学 问 的 全 面 认

识。２０世纪初期时潮使一批盲从的人文科学放弃

了传统，被全盘西化所冲击。章太炎却始终清醒、
果断，从不动摇，坚守着以古鉴今和洋为中用的立

场，有许多超越时代的创新。
以上几个方面说明，章太炎国学从国粹派起步

而超越了国粹派走向现代，其内容和精神，都应当

是现代国学发展的起点。
“国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随

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内涵早已经多次变异。古代国

学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继承，但就总体名称的内涵

而言，不论是作为教育制度的名称，还是作为教育

内容的名称，都与帝王宫廷有关，这些定义是今天

不能直接沿用的。１９—２０世纪之交，“国学”与“盲

目西化”对立，成为一种学术主张，并且带有了现代

理念，这才是 现 代 国 学 的 基 础。２１世 纪 与 章 太 炎

所处的时代，又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２１世纪的

新形势下，在信息社会的大环境中，国学尚需进一

步推进。章太炎国学明确的时代精神和古为今用

的品质，对今天国学的发展是有诸多启示的。一个

世纪以后的今天，古今、中西文化又一次激烈碰撞，
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当代文化建设，需要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建立在自己的语言文字

和自己历史基础上的“国学”，必须按照“立足中国、
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

来”⑤的方向发展。当前提倡“国学”所存在的问题

必须克服———把“国学”再次拉向古代，宣 扬 封 建，
以古非今的复古倾向，认为“遗产无优劣”、“传统不

分好坏”而不加抉择的做法，以及把国学当做商业化

“标签”肆意歪曲等乱象，都需要警惕和克服。在国

学进一步走向现代的今天，让国学在增强民族凝聚

力、提升民众文化素质、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和使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时，重
温章太炎国学的现代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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