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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国学·大学》的大部分文字，是著名国学大家陈来教授近20年来各个时期所写的思想文化评
论。
许多文章都在《读书》、《当代》等重要的刊物发表过。
作为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关注北京文化、国学、大学等重要的文化话题和社会现实话题，对于推动
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他的思想文化评论，都是切就当时社会、时代环境所发，以“即事论理”为主，多层次、多角度地通
过评论性文字再现和澄明当时的历史场景，也反映了作者20
年来的思想发展历程。
对于时代的文化和社会话题，他冷静观察、热情参与、积极建设；简洁亲切的行文、深入浅出的解析
，无不流露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文情怀和深邃思考。

《北京·国学·大学》所收的文字，大致分为北京文化、国学或传统文化、大学文化三个主题。
其中有些文章还是颇有代表性的，如90年代初写的
“贞下起元”，对儒家文化的命运作了与众不同的预测；又如90年代末写的 “世纪之交话传统”，对
一个世纪的关于传统的争论作了总结。

“陈来教授是一位既能博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的学者。
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引人瞩目，备受赞扬，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他对过去许多中国大学者探讨过的问题，确有新的而且是言之成理的见解，可以称之为真知灼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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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来
1952年生于北京，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副执行
长。
现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以及多所大学的特聘讲座教授、兼职教
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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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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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出路的三动向——科学精神、文化关切与传统意识
贞下起元
九十年代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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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精神的弘扬
“国学热”是对国学研究的新考验
如何看待国学：国学热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孔子影片拍摄的两个基本问题
中国崛起的文化信息——陈来教授答BBC记者问
从中国文化到中华文明
百年中国哲学的东西问题
民族生命与爱国情怀
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
“四书”教学的经验与问题
    大学
北大精神的断想
百年学术思潮与北大
学术大国的梦想
《中国学术》：国际化与中国化
北大的使命、定位与核心价值——我看北大的教育理念
新国学之路——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
清华国学院的使命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重建
清华的传统——我的感想和体会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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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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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琐记》的琐记
纪念任继愈先生
怀念季羡林先生
我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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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早年读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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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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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　　自然，90年代思想界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90年代的知识分子已一改80年代急切的心态和反传统的迷思，以冷静和清醒的思考面对文化问题。
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研究的能量在80年代末之后必然转移，也确实因为在理智支配情绪之后，海内外的
知识分子开始接受文化理论上的严肃论说。
活跃于80年代的中青年学者到90年代更趋向成熟，对于传统的态度愈来愈多的是深入的研究或同情的
了解，同时在教育体制内由前卫青年变为专业化的教授，这使得激进的反传统宣言已不受欢迎。
这样一种对于传统的平实的态度在90年代占了主导地位，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传统不是指摘其缺陷而是
寻求其肯定因素的风气。
风气所及，不仅30岁左右的年轻学人积极认同于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扬，一
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颇为积极地参与中国文化的讨论与交流，1993年春由黄枏森教授主持举办了一
次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参加的两岸中国文化研讨会，就是一个例子。
　　这一切，可以说都反映了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在历经曲折之后开始步入经济增长背景下民族自信的
增强，在这一点，它是不受指责的。
这种自信乃是现代化工程的必要条件，其意义决非政治性思维所能理解和所能消解。
　　问题在于，所有这一切，就算是“国学热”了吗（顺便说一句，其实我是更喜欢用“中国文化”
而不是“国学”这个词的）？
出版文化并不能代表学术研究，这是很明显的。
否则，怎么又会有1994年《读书》杂志上“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呢？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国学.大学>>

编辑推荐

　　切就时局，即事论理，博通古今，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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