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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形势下，任士英教授主编的《学苑春秋——O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一书，应
时出版，值得庆贺。
士英教授命我作序，我本该谢绝——人贵有自知之明，不具备写序的资格而厚颜为之，难免贻笑大方
。
但是，在与士英教授几番交谈之后，我还是斗胆应承了下来。
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尊敬士英教授和他的学术责任感。
士英教授与我是相交多年的朋友，我敬重他对学术的敏感和执着。
他慨然谈及《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编写宗旨：“向大众普及国学大师的有关知识，
传承大师的精神和思想，弘扬大师的道德和文章，唤起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对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对愿意用心做这一工作的学者，我们应该表示感谢。
其二，本书的内容与我的工作密切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之后，我被任命为常务副院长，在学校领导和冯其庸院长的信任与支持之下
，主持国学院的日常工作。
转眼就是一年的光景，其中的酸甜苦辣，诚不足为外人道。
我相信，对“国学”的体悟，是因人而异的。
对我而言，它意味着深奥精妙的知识体系，背景各异的学术论争，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
即以后者而言，我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所做的一个节目中，现场曾经有人提问：“你对国学院学生毕业
之后找工作的前景如何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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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光明日报》开辟《国学》专栏，新浪网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
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网联合举办“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网上评选活动⋯⋯在人文精
神缺失和民族文化亟待复兴的当下，“国学热”方兴未艾。
《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述及38位国学大师的行状与事功，尤重提炼和概括大师的治学理
念、方法以及独特的思想价值观。
旨在向大众普及国学有关知识，传承大师的精神和思想，弘扬大师的道德和文章，唤起社会尤其是青
少年对文化的温情和敬意。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家洲教授认为，“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网上评选和《学苑春秋
：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编写，一为网络世界的开放式讨论，一为传统出版物，两者相得益彰，并
列为2006年国学普及教育的两件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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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武昌期间，虽然罗振玉日常事务很多，但他并没放松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
在这期间，罗振玉结交了著名学者杨守敬并与其研讨金石目录之学。
1901年末，罗振玉受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指派到日本考察教育。
此次日本之行，罗振玉会见了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和日本同文会副会长长冈。
伊泽告诉罗振玉变法改革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不要照搬西方的模式，要以东方的道德为基础，用西
方的物质文明来弥补不足。
长冈建议大清朝廷允许东北独立当做变法的实验地，取得经验后再推行到全国。
这实际上是日本想吞并东北三省的公然表达。
凭罗振玉的精明，他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但是在他的思想里一直认为中国的敌人是西方列强，
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依，要挽救中国，只有联合日本。
这种观念成为他以后勾结日寇在东北复辟帝制的重要原因。
回国后，罗振玉写成《扶桑两月记》。
罗振玉把日本之行的考察结果原原本本地汇报给刘坤一、张之洞，并积极运作东北独立，遭到军机大
臣荣禄的反对。
考察归国后，罗振玉转任上海南洋公学东文科监督，1903年被聘为两粤教育顾问，创办江苏师范学堂
并出任监督。
1906年，罗振玉被推荐到刚成立的清王朝学部任参事厅行走，于是他停刊了已经办了8年多的《农学报
》，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一职，于1907年携眷北上。
罗振玉到学部的第一次议事就是关于是否要废国子监改为京师第一师范学校的问题。
对此，罗振玉坚决反对，认为历代皆有国学，今各学未立，先废太学，于理未可。
师范虽急，以京师之大，似不至于无他处可为立校之地。
由于罗振玉的坚持，国子监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罗振玉还建议自上而下建立图书馆以保存国学，并做发展教育的辅助。
罗振玉以其精明和干练的办事能力，虽然位卑，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能够拥有发言权，甚至影响到
主管教育的最高官员荣禄，这在一般人是无法做到的。
1907年张之洞升任枢府兼管学部，在京师大学堂设经、法、文、理、农、工、商七科，罗振玉被任命
为农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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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清理和总结20世纪学术史，就好像20世纪时整理国故一样，是个有意义的课题。
自然，对于20世纪学术史的清理和总结理应有多种方式。
现在，我们呈现给大家的"国学大师档案"就是基于这一认识的一种尝试。
"国学大师档案"选题的策划和创意，是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前进提出的。
前进君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做事执著，有很强的事业心，也很懂得和作者打交道。
他与我谊兼师友，乃属故旧，近年他为编辑出版经常往来于京津，我们见面的次数就多了。
他提出按照当年我给他们讲述陈寅恪的篇幅和形式编写一本国学大师档案。
他的这一想法很符合我的思路。
多年来，我工作之余常以阅读大师学述、自传和学林忆往等自娱，本世纪初，还为当时在世的大师编
辑过一套"名师讲义"（该丛书已由厦门的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张岱年先生就是该丛书的作者之一）
。
这样，当前进君提出这一设想时，我们一拍即合。
在工作过程中，他提出了很多具体和有价值的建议，本书中的人物图片也是他负责搜集的。
和我一起完成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供职的中青年学者，差
不多是清一色的博士，有几位还是博士后研究人员。
他们都学有所长，年富力强，思维活跃、思路开阔，接受过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
有的作者，还和自己笔下的大师在学术上或师承上有种种的渊源。
最可贵者，他们具有令人感动的团队意识，齐心协力，共襄此事。
在稿件多次往还、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表示出不耐烦，大家态度端正、互相学习，取长补
短，在一起感受20世纪国学大师的学术魅力的同时，我们之间又增进和培养了深厚的学术情谊。
这是我在这一工作过程中的一大收获，也感受颇深。
在这里，我将各位同仁的简况和对本书的贡献略作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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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对国学大师的描述，每人单独成篇。
“档案”一词意在提炼和浓缩内容，述及大师的家世游学、师友往来、学业传承、治学经历及国学著
述，尤重提炼和概括大师的治学精神、方法和特点，彰显大师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和人问情怀。
抱憾传统学术之中衰和有志追慕前贤的读者，可用较短的时间领略大师的学识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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