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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入门

１．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兴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

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兴起遂至今，无不是今

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

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

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

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

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１９０６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

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

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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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国粹学报》第１９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

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

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

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

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

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

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

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

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

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

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

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

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

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

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

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

“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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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

“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

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

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

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

“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

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

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

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

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

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

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２．国学的意义

在中国人民大学上海校友联谊会的联络之下，中国人民

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国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致

力于探讨国学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系，意义十分重大。

建设 “和谐社会”，原本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政治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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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追求的一种美好理想。在西方，从柏拉图的 《理想国》到

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从先秦儒家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到清末康有为的 《大同书》，都在致力于描述和

讴歌以 “和谐”为特质的理想社会。

在 《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关于 “大同社会”

和 “小康社会”的一席谈话，其中心意思是说，在小康社会

之上，有一个 “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那个社会中，夜

不闭户，道不拾遗，充满了 “和谐”的色彩；而由禹、汤、

文、武、成王、周公所治理的小康社会，虽然讲究礼义，政

教修明，但毕竟是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私有制社会，

因而仍然比不上大同社会。这种对 “大同社会”的向往，可

以说是一种原始朴素的 “和谐社会”的理想。

推崇和谐，不仅仅是孔子和儒学的主张，在国学所包容

的学术流派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充满智慧和境界的论

述。这样的观察，这样的推定，这样的告诫，在今天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之中，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

鉴吗？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进入经济一体化、信息高速

化和文化多样互补的新时代。在新的时空语境下，有必要对

孔子的思想命题作出新的阐释。

在我看来，重振国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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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至少有以下四点：

１、对于促进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０年撰写

的 《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

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

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

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我记得池田大作先生在

与汤因比先生在 “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就曾经认为中

国的传统文化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提供了良好的精

神环境。他说，“中国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可能

是中国人在传统上具有合理主义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是

资源丰厚的文化，批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非但不会影响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且

还能够与之交融，促进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许可

以这样说，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

合，从而创立了新中国；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成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２、重振国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

认同意义巨大。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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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重振国学可以扭转一个时期以

来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陌生和疏离，通过培养对本民族文

化的自豪感来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国学是中

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灵魂，不论大陆，还是香港、澳门、台

湾都拥有同一部历史，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

字。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连接华人世界的文化之桥，心灵之

桥，血脉之桥，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有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

３、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

重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

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

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在

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传

统文化中的一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如 “仁义礼智信温良

恭俭让”等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

上加以利用。

４、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的意义重大。

当今时代，虽然文化多元化的要求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然

而，现代社会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在与强势文

化的争夺中，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全盘西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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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弘扬中国民

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

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

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世界各地的汉学家都在积极研究并加以利用，我们更没

有丝毫道理不去继承、不去推动，不去发展。

由此可见，国学不仅是我们建构和谐社会赖以取资的文

化资源，而且是思想理念资源，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

资源。

最近我读到台湾名作家张晓风女士的一篇散文 《我有一

个梦》，她梦想在这号称中国的土地上，除了能为英文、为

生物、为物理、为化学、为太空科学设置实验室之外，也有

人肯为国学建一栋古色古香的书院式讲堂，让老师可以设置

古风情境，身临其境地传道授业，让学生可以在传统文化的

氛围里耳濡目染，在琴韵书香中吟诗唱词，潜移默化。这个

和谐社会的美丽的梦想，即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实现，我们已

经决定在人民大学中建造一栋 “国学馆”，让 “国学”在中

国人民大学茁壮成长，并且愿意与天下有共同理想和追求的

学者和各界人士，共同推进这一利国利民的事业。（纪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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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国学基本书目

列出国学基本书目，或者说列出适合喜欢国学者的国学

书目，很有必要。

关于国学知识系统论述，有钱穆先生《国学概论》、章太炎

先生《国学演讲录》（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一书因篇幅短小，

且有重复之处，故不提）二书，但《国学演讲录》是以文言文书

写的，《国学概论》好读一些，但是繁体竖版。现代版白话有两

本书应较适合我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荟要》（吉林人民出版

社），一是《国学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较不错。

上面四本只是国学的总体大致轮廓，真正深入还需读古

书原著。《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书

目已在《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中提到，在此不再赘叙。

如果要将《四库全书》中书目一一读遍，实在较为困难。

也因此，近代梁启超先生曾将国学入门书目最低限度列

为———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史

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

《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子部：《老子》《墨子》

《庄子》《荀子》《韩非子》；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

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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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并认为：“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

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为中国学人矣。”

只是如今现代快节奏式的生活潮流，要一一去阅读这些

古文，恐也不是易事。

１９７８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

文化讲座”，请钱穆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７部

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

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钱穆先生所说前五书，是

为国人学子必读书，深表赞成，想来这也便是国学最低书

目吧。

有鉴于欣赏国学而被古书之浩瀚惊呆的朋友，我觉得有

必要将国学入门书目再调整一下，浓缩到底。把一些对我们

来说苦涩死板又诘屈聱牙的古书（如《尚书》《易经》《诗经》）先

放一边，先选读一些较富趣味性的古书。

经部：一般来说，现代政界与学术界反孔非儒的神经已经

疲软，因而现在通行的四书五经里很少再有扭曲儒学的歪解，

四书五经的版本很多，都还可以。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南

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与《孟子旁通》（这两本较有意思，在领

悟圣人微言大义时，或犹能会心一笑）当足一读。宋代学者兼

儒家大师二程曾说：“学者须先读《论》《孟》，穷得《论》《孟》，自

有要约处，以此观其它经则省力也”（《近思录》）。二程甚至认

为，《论语》和《孟子》学好了，其它经也可以不学。在此，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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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好《论》《孟》是否便不必再学其它儒家经典这一问题，于

中可见《论》《孟》之要。

史部：太史公的《史记》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读过。其他史

籍凭各人爱好，我们要是喜欢历史，大可读遍《二十四史》。不

过便是不喜欢历史，那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

志》）还是要读的吧？

子部：《庄子》一书走笔峋丽，其文恣肆，应可助长我们的

文采，五四前后，著名教授兼作家施蛰存还建议青年读《庄子》

（和《文选》），可见其要；《墨子》虽也有点难懂，不过墨子是位

杰出的思想家，要了解墨家学说，请读《墨子》；读《韩非子》一

书，可以了解法家之八九；当然还有道家著作《老子》。

集部：首推《文选》；其次所谓文尊韩柳，诗推李杜，所以

《韩昌黎集》《柳河东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自当读读。但

既是国学最低书目，那韩、柳、李、杜任选两本也便是了。

一言以蔽之，《论语》（必读）、《孟子》（必读）、《史记》（不可

不读，但可选读章节）、《汉书》（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后

汉书（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三国志》（不可不读，但可选

读章节）、《庄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老子》（不可不

读，但可选读章节）、《墨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韩非

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文选》（不可不读，但可选读

章节）、《韩昌黎集》（或选《柳河东集》，当读，可选读章节）、《李

太白集》（或选《杜工部集》，当读，可选读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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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近、当代学术论文，可先不读。若不曾饱读四书五

经、诸子百家、史家著作，便去看那学术论文，无疑较难明了。

只因涉猎不广的话，既难以读懂书中所论之要，又有先入为主

之误。是以可等有些基础后，再读不迟。

不才窃以为读书求学总会有益于已，诚如古人所云———

“人之有学，如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

之学乎？”（《国语》）

谨与二三子，其勉之哉……

４．四书五经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几乎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

经相似。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恐怕会是

件难堪的事。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

五经”，以下聊作简介。

一、四书———应该说，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

人，都知道《四书》。它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

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

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

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１１９０年），当时著名理学家

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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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

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

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

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

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

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５０５—前４３４）作。自唐代韩愈、

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

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

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

《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

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

《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

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

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４８３－前４０２）

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

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

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

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

《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

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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