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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国学观在当代的教育意义

吕丹妮 周掌胜

(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章太炎认为，国学具有三大功用，一是可以培育爱国情怀，二是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三是可以塑造国民

道德。学习国学应该重视小学，因为精通小学是学习和研究国学的基础。章太炎的这一“国学观”对我国的当代教

育极具启发价值。文章从学习国学是为了开通智慧、小学是学好国学的基础、读史是为了树立爱国之心、道德教育

要注重践行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对今天的国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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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学热”兴起，“国学”一词逐渐被社

会各界人士熟知; 在学术界、教育界，更是掀起了一

股国学研究、国学教育的热潮: 高校创办国学院，大

学、中学、小学开设国学课，媒体推出国学讲座、国

学比赛等等。其中，国学教育尤其受重视，已成为

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

早在 20 世纪初，章太炎就已经非常重视国学教

育，进行过四次国学讲学，培育了黄侃、钱玄同等许

多杰出的弟子。他的“国学观”在学界影响深广，概

括起来大致为: “国学”特指中国固有的“四部”之

学。在四部中，我们尤应重视经史，因为通晓经史

是研究诸子学的前提。国学具有三大功用，一是可

以培育爱国情怀，二是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三

是可以塑造国民道德。学习国学应该重视小学，因

为精通小学是学习、研究国学的基础。章太炎的

“国学观”对我国的当代教育极具启发意义，下面我

们从四个方面试加论述。

一、学习国学是为了开通智慧

世人如果否定国学，可能出于两个原因: “不实

用”和“不纯粹”。“不实用”的理由主要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关。对于当时

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是第一要务。因而有一种观

点就认为，“国学”如果继续被奉为圭臬，中国就无

法发展、进步。显然，这种将国学和改革开放完全

对立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不管如何，“国学”始终是

我们历史的见证，是中国的根基与本源所在，它历

经几千年的积累与发展，是最符合本国水土的文

化。国家如果在融入世界时没有本国自己的东西，

就容易迷失自己; 而人只要具有社会性，也同样离

不开它，这种实用就是看不见的“无用之用”。至于

认为国学“不纯粹”，是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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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忽视创新，内蕴的知识量太少。这固然有一定道

理，但也存在对“国学”概念的误解，认为它单指孔

孟之学。对此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上早已阐明国

学并不限于孔孟之学，应将“诸子”与“经学”当作平

等的学术来研究。过去的国学更多地为政治服务，

而今天的国学也同样过于强调道德操守。人们往

往希望从国学那里得到什么，或者利用国学可以达

成什么目的，而很少纯粹地进行国学本体的研究，

从而失去了求知本来的乐趣，也使得国学自身缺少

进步。

章太炎认为，我们做学问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

致用，而是为了求智慧; 实用的学问不一定能用上，

但是明白的真理，不管如何，都是可以受用一辈子

的。可见，学问的真际，在于对智慧与真理的探求。

他继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认为经典就是历

史。虽然学界对此颇有争议，但“经史子集各部都

包含大量的历史内容”则是不争的事实。人自出生

起，先是模仿，然后才有自己的思考与习惯; 鉴古知

今，也是一样的道理。就像下棋的人熟悉了棋谱后

开创新局，老子在做史官时看清了人事变迁，才发

明了哲理。这些古今人情的变迁就是历史，正是因

为这些历史的层层积累，才有了当前的社会规范;

也正是因为每个个体对历史的理解不同，才有了不

同的为人处世。经史子集就是用无数先人的故事，

记载了这些世事沉浮，我们从前人的得失中得到感

悟，增广见闻，将这些转化为智慧，那么在迎接困难

与挑战时就不会畏缩不前: 这就是学习国学的益处。

我们在国学教育中，既要鼓励、支持学生阅读

经史典籍，告诉他们阅读经典的益处，又要时常提

醒他们做到: 一是读书要严谨。要辨别书籍的真

伪，并注意书籍版本的选择，这样才不至于走弯路;

读的时候要把一件事情全部读通，不可以只取一段

来读，免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二是鼓励自读

历史。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籍虽然多却并不难

懂，自己读往往能保持客观的态度。三是要勤于思

考。经典中的故事太多，应该选择性地阅读并养成

思考的习惯，有自己的心得; 思考时要会联系当今

时代，看对社会与个人有没有启发。

二、小学是学好国学的基础

语言文字的学问在古代叫作“小学”，包括音韵、

训诂、文字三部分的学问。章太炎认为，“小学”在古

代不过是小学生识字的书，因为古今语言变迁的原

因，现在的人学“小学”才会感到不容易; 但是它又是

读古书的基础，所以我们即使不精通，也要大概地了

解它。比如《大学》中“格物”的注解有很多种，而章

太炎从《苍颉篇》“格，量度也”中得知，能量度就是能

格物，“致知”就在于量度物的本与末。可见，如果不

通小学，就无法知道古代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章太炎还用“语言文字之学”代替“小学”，并认

为这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这不仅提升了它的地位，

更表明了它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也值得研究。

中国的文字是特有的，从它萌芽起，就一直伴随着

中华民族的变迁而发展，它融汇了我们几千年的文

化与精神，具有别国完全没有的独特魅力。“每一

个字，有他的本义，又有引申之义。若在他国，引申

之义，必有语尾变化，不得同是一字，含有数义。中

国文字，却是不然。且如一个天字，本是苍苍的天，

引申为最尊的称呼，再引申为自然的称呼。三义不

同，总只一个天字。”①章太炎的这段话清楚揭示了

汉字的一个奇妙之处，即中国文字表意特征的精彩

是他国文字难以相比的。“拼音字只容易识他的

音，并不容易识他的义; 合体字是难识他的音，却是

看见鱼旁的字，不是鱼的名，就是鱼的事，看见鸟旁

的字，不是鸟的名，就是鸟的事，识义倒反容易一

点。”②可见，中国的汉字饱含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

慧，她汇集了人们对于天文地理、鸟兽虫鱼的观察，

对社会人情、哲学道理的感悟，又能自成体系，成为

一门独立的学问。所以，对当代社会来说，了解中

国文字，不仅能帮助理解古典文献，还能从中了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如此，章太炎还认为唐代以

前的文人因为精通小学，所以作的文章才优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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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而两宋以后随着小学的衰落，文章也随着衰落

了。小学虽然是古代的学问，但我们今天学习它，

对我们写好文章也是大有裨益的。

小学既然是国学的一部分，又是学习国学的基

础，那么，该如何学习小学? 章太炎也给出了一些建

议。一是学习六书。他认为如果学习了《说文解字》

中五百四十个部首，知道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

注、假借，就知道了字是怎么构成的，怎么使用的。这

样，识字时就不需要死记硬背，识字的过程也会少很

多枯燥，多一些兴趣。二是形声义结合。懂六书，才

能知道字的本形和本义; 懂音韵，才能破除假借，探讨

语源。形声义之间相互联系，将文字、音韵与训诂结

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古书的意思。三是学习书法。

学习书法不仅能帮助理解字形字义，利于学习与研

究，还利于文化素养的提升。

三、读史是为了树立爱国之心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

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

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

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曰国

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

前世为尤岌岌乎。”①一个有经典的国家，要远比没

有经典的国家更团结、更有凝聚力。因为他们能在

经典中找到共同的语言、信仰、感情。一个有共同

文化、共享着历史的民族，不管内部有多少纷争，依

然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在外族入侵时，都能结成统

一战线、一致对外。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发

展史上都得到了明确无误的验证。而章太炎认为，

国学就是中国的语言与历史，这是其他民族没有

的。国人不知历史，不知道国家的情况，不知道自

己该做什么，有什么责任，就和没有依归的禽兽一

样: 民族自然无法存立。

然而当今国民对于我国历史的了解，多是赖于教

科书和老师的讲解。怎样才能让人通过读史爱国呢?

一是知道中国的长处。章太炎从“语言文字”“典章

制度”“人物事迹”三方面进行了说明。语言文字的

独有与精妙，历代典章制度的可取处，古代人物的功

业与学问，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然而浸润在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只是一部分而已，大部分都记录在浩

瀚的文献古籍中，我们只有阅读国学经典才能了解掌

握。不论是在哲学、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还是科学

技术上，往哲先贤留下的精华不仅让我们受用不尽，

也为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中国传统文

化中也有不合时宜的东西，然而如果只批判否定，无

视自己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显然就是愚昧无知的表

现。当今国民，尤其是还没有养成独立人格的孩子，

应该了解中国的历史，增强民族感、自信心与自豪感，

不能在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偏听偏信，在思想上走上歧

路。二是 知 道“前 人 创 业 之 艰 难，后 人 守 成 之 不

易”②。历时几千年的积累，中国才有现在的磅礴生

机; 经过无数人的艰苦奋斗，才守住了中华民族的根

本。在各朝各代，几乎都有史书流传于世，二十四史

就是我国的二十四部正史。而在文献典籍方面，每逢

盛世，往往会重新整理、编纂典籍，如孔子汇编《六

经》，郑玄编注群经，解缙总编《永乐大典》以及清代

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章太炎认为，中国历来改

朝换代不知凡几，然而只要“经学不废，国性不灭”，就

能重新复起，且异族文化往往被本族文化同化。可

见，这些历史正是国学优秀的凭证，中华民族坎坷艰

辛却百折不挠的历史，正可增加国人的认同感与归属

感。我们应该让学生明白，中国的骄傲，不只在历史

的悠久，前人的创举，还在于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文

化与精神。三是引导学生的历史学习。“国学”不是

教科书所能涵盖的，专著中也往往有不确当之处，因

而在国学教育中，树立自习的意识就很重要，应帮助

学生培养兴趣，养成探索、求知的习惯，逐渐培养他们

的爱国之心。然而，一方面，历史是多样而且复杂的。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历史，就会发现无数“匪夷所思”

的故事，引起思维混乱。尤其是对孩子来说，吸收周

围的一切是本能，却还并没有太多反思的习惯与能

力，那么，历史里的暴力、迷信等事件就容易对他们产

生误导。另一方面，我们的爱国之心并非天生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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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文化熏染能帮助优秀爱国之心的培养，不良的环

境与不当的学习方式也会造成反效果。譬如，不同时

代的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我们如果不能切

实理解、融会贯通，了解它的历史性与时代性，就会认

错重点，甚至做出不符合当代社会规范的事来。因

此，学生们在读史的过程中，应该有懂历史的老师进

行方法的引导。

四、道德教育要注重践行

先秦两汉以来，没有人敢说不该重视道德的。那

么，中国的道德现状如何，我们又该怎么做? 章太炎

认为，因为国家之间的风俗习惯不同，使得各国的感

情不同，所以各国道德也不同。中国的道德说是按着

内部的规律发展的，遇到不合适的地方，也是自己改

正; 在吸收外国的东西时，都有一个界限，不会将我国

道德的本质丢弃。后来，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以及经

济实力的提高，中国的道德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

摒除了很多腐朽与落后的内容。但是，这其中也出现

了一些新问题。一个就是人们对传统道德知道得越

来越少，对外国的道德了解得越来越多( 其实是一种

肤浅的了解) ，于是就出现了“以此头连彼身”的不伦

不类的情况。譬如当今部分青年，向往西方的一些自

由不受约束，却不同时接受他们的“独立”要求; 接受

东方父母的“荫庇”，却并不承担对应的责任。另一

个就是人们在重物质、重竞争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容

易缺乏一定的同情心与同理心，这也会助长冷漠的心

态。因此，我们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应增

强人文的发展，增加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保证国人

对于道德的正确认识，并形成和发展适应现代社会发

展的新道德。

我们可以从国学中了解传统道德，那么，又该

怎样在国学教育中进行德育呢? 章太炎认为，道德

是从感情上发生的，不是从思想上发生的。他认为

不同职业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经历的事情不同，

就有不同的感情，也有不同的道德。比如，没有接

受过很多教育，或者没有读过很多书的劳动者，他

们中间就有很多有道德的人。由此他认为人的道

德是在社会的熏染下产生的，而不是坐在课堂上就

能产生的。我们知道，当今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

还有很多，有的是因为没有学过导致不知道对错，

有的却是学过却并没有真正懂得。可见，学校与书

本的教育很重要; 但是空泛的教学同样不能起到实

际的效用，书本上对“仁义礼智信”的宣传长篇累

牍，学过这些的人就一定会践行吗?

古人最重德育，因而从国学经典中最能看出他

们对道德的认识。我们在国学教育中，不应照本宣

科，机械地要求学生依照古人的言行行动，而应帮

助学生了解这些道德观点的由来与涵义，择其善者

而从之。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重视对这些

理论的感受与实践，应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使国学成为“讲文明、懂礼貌”的理论基础，使学生

更容易、更乐于践行传统美德。

《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在

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

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

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同时，《纲要》对文化典

籍、节庆习俗、语言文字、以及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

承等都非常重视———这正是一种进步。当今国民

如果能在吸收先辈学者的优秀经验，重视小学，打

下国学的基础后，有方法地阅读经史子集，就能开

通智慧、修养道德，并生出一颗爱国之心来，那么，

国家又怎么会不进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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