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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一词的界定向来充满争议。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学热”逐渐升温，更需要我们冷静思考这个问题。
就内容而言，“国学”既可以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和校勘学等传统学术，也可以包括
针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思想的现代学术研究。
这与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国学门关系密切。
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内设“三室五会”：“三室”指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
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
当时的“国学门”，既有专门学术机构的研究功能，也有文科高等学术人才的培养任务，同时还有专
业学会的联络功能。
晚清的老北大，在大学堂（本科学院）之上设“大学院”或“通儒院”，“主研究，不主讲授”。
在此基础上，蔡元培校长仿效西方大学的研究所制度，设立研究所国学门，重点是在“广筹经费，多
延同志，来此共同研究”，“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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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各文作者均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历届博士生，现多在高校、研究所等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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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放对学校所能起到的作用的估计显然是有所保留的。
他认为学校这一制度设计本身是好的，但若通过学校中的经义考试来取士则难以使现状得到较好的改
变。
刘放在此对学校取士的怀疑有些荀子所言的“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意思。
在比较普遍的通过在学校传授经义以取士的呼声中，刘放能够做出此种区分实属不易。
而改革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正验证了刘放的这种判断。
　　如前所述，通过学校来取士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个政治理想。
这样的一种结合养士与取士的方式本身的确具有一些优点。
在考试之外，通过教育的加强，有利于更好地根据国家的需要来培养、塑造士人的品行、能力。
同时，由于与选官相联系，国家对教育的控制也明显得到了加强，进而其对士人的控制也有所加强。
造就利于国家更好地确立起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稳固其统治的基础。
正是在此，教育的“一道德、同风俗”的功能才变得格外有吸引力和有价值。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人主张通过学校来取士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而论者大多注重学校教师的人选，这也就希望通过教师这样一个中介来更好地实现其整合社会意识
形态的功能。
主张以经义代替诗赋来取士也是有逭方面因素的考虑的。
　　尽管以学校来取士有上述优点，对于国家统治的稳定颇有帮助，但其在客观上却缺乏充分实行的
基础。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选举方式只是应然状态下的一种理想模式，而难以在实际生活得到较好的运行。
这也为科举制的历史所证明。
　　三舍法的全面实行虽然是在徽宗朝，但从其取向及性质上来看，应该可以将之视为王安石变法的
一部分。
而科举改革与王安石变法中的其他措施的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即是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这方面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新政措施中的青苗法②。
改革者大多是在理想状态下考虑问题，进而提出解决办法，而对现实情况则较少考虑，可以说是在很
大的程度上忽视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
在熙宁科举改革实施前的议论中，刘放曾有如下言论：　　臣愚以谓人主之举事与人臣之献议不同。
人臣之议者，盛言古事以为高，侈言己忠以为博，迂远而不切事情，漫汗而不济世务。
虽己自知其无益于治矣，而犹为之，何也？
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之所存足以夸众眩俗，故敢为而不疑耳。
人主之举事则不然。
度时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为虚名而弃实效，不慕远业而捐近功，使令出而言必信，事举而俗必定
。
故与其出令不当而亟改之，不若谋事于始而慎虑也。
　　刘放在此对“人臣之献议”与“人主之举事”进行了区分，认为尽管前者可以迂远漫汗，而后者
则必须度时因俗，经过仔细慎重的考虑后再作出决定。
这样的见解对于改革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从改革的时机进行来看，刘放的这样一种看法并没有被
采纳。
而将迂速漫汗的“人臣之献议”作为改革方案付诸实践也正是此次科举改革的症结之所在。
可以说，改革者在制定改革方案时更多是在应然的状态下思考问题，而对这样的方案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将会进展如何及会遇到何种现实困难则缺乏比较充分的事前考虑。
　　以三舍法为代表的北宋科举改革更多的带有一种复古改制的色彩。
改革者的理恕是恢复经典中所记载的三代的学校取士的制度。
这样的想法不只是王安石一人所有，而是北宋中期大多敷士人的共同观念。
如前所述，这样的一种思潮与北宋的儒学复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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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本身坚持的是一种道德的理想目的或理想的道德目标②，而在儒学得到复兴，特别是对儒学经典
采取“治道”的阐释路径的时候，这样的理想目的就很容易被贯彻到现实政治之中。
或者说，是将一种文化的理想落实于政治之中。
这样的一种由近似乌托邦的理想所主导的政治改革最终失败是难免的。
尽管儒生们赋予经典以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社会环境面前，这更多的只是他
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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