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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　　万新平　　在天津市国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国学会的同仁团结奋斗，取得了显著成
绩。
学术研究队伍壮大；学术交流及创新论坛相继举办；普及活动活跃，甚至走出本市且获得好评；网站
宣传引起海内外关注。
曾连续被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十佳学会”。
这不由地让工想起倡导成立国学研究会的老一代学者王玉哲、杨志玖、刘文英等老先生们，他们虽然
相继谢世了，但他们这一事业的接续者仍在不懈地努力着。
相信这些前辈在天有灵，定会和我们一样感到高兴的。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精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至今仍启迪民智，培植民心。
如先人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偕行”、“天人合一”等等，对我们今天的重要
作用及影响，不言而喻。
新时代新的国学研究，自然是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历久弥新的活的精神，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服务于民族之复兴，国家之振兴。
天津国学研究会经几年努力，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与国内很大国学大师建立了学术关系，
如汤一介先生、李学勤先生、范曾先生、乐黛云先生等，他们或接受邀请成为天津市国学研究会的学
术顾问，或以其他形式对天津国学研究会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帮助。
这使天津国学会有了进一步做大做强的重要基础。
　　国学研究的发展，需要我们国学研究者，在国学原理、体系、观点及研究方法上下功夫。
没有系统完善、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支撑，简单的回归、复旧或机械地套用国外模式都不可行，也无
法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
所以，当前加强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意义十分重大。
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和宇宙世界，传承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
资政育人，服务现代社会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的国学之精华是属于全人类的，更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天津国学研究会打破地域界线，以自身数年研究的成果为基础，采用向名家约稿，向全国同行征稿等
方式，编辑出版《国学及其现代性》论文集，很有意义。
这是天津国学会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成果集。
我为些感到高兴，并向天津市国学会全体同志表示祝贺。
　　国学研究任重道远，更须大家继续努力！
　　（编者注：序作者为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现任天津市政协文史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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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精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至今仍启迪民智、培植民心。
如先人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偕行”、“天人合一”等等，对我们今天的重要
作用及影响不言而喻。
《国学及其现代性》认为：新时代新的国学研究，自然是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历久弥新的活的精神
，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服务于民族之复兴，国家之振兴。
本书由王处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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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天津市国学研究会是由国学研究人员及支持国学研究的人士自愿结合组成的学术性、非盈
利的社团组织。
该研究会的宗旨是挖掘、收集、整理和弘扬中华传统国学瑰宝，使之服务于现代社会。
学会的基本宗旨是：“创新国学学术研究，积极服务于国家的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事业，为天津市及
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有鉴于此，学会成立四年多来，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学会建设、科学研究、学会网站建设
、国际交流、学术会议、讲座论坛、经典诵读、知识普及、书画活动、服务社会等方面。
经过四年多发展，现在天津市国学研究会正式注册会员150多人。
下设“甲骨学专业委员会”，并开设一“天津市国学研究网站”，以作为学术信息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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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谈国学　　李学勤　　我们跨进新的21世纪，已经有好几年了，在这几年中，国内学术界一个
明显的潮流，是所谓“国学热”的兴起。
若干大学设立或重建国学专门机构，以及如《光明日报》开辟国学版，还编辑年鉴性的《年度国学》
，等等，都可说是标志。
　　（一）“国学”一词的兴起　　作为一种学问的“国学”一词，出现甚晚。
“国学”的内涵，要比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窄，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不好称为“国学”，也
就不在“国学”之列。
“国学”的前身是“中学”，有“西学”才有“中学”，而把“中学”改称“国学”，是“西学”逐
渐成为“学”的主流的结果。
　　“西学”是在明清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
其后，每当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总会出现“中学”、“西学”关系的讨论。
这一点，放到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中，便很容易看清楚。
明清之际、晚清民初、五四前后，都是明证。
“文革”结束，走向改革开放，也是如此。
　　（二）从“文化热”到“国学热”　　“文革”过去，80年代曾有“文化热”，即对中国文化和
文化史的研究。
那时有一本报告文学题为《中国文化热》，一时不胫而走。
这种现象，乃是对“文革”反思的直接产物。
到了90年代，“文化热”暂时沉寂，其实是转为深入，现在的“国学热”在一定意义上是其继续。
　　“国学热”的涌现，与中国国势的振兴是有关系的。
中国崛起，促使国人要求更多更深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也使外国人希望更正确地了解中国。
因此，“国学热”不能视为一种偶然的、暂时的事件，关键在于怎样去引导和发展。
　　（三）国学的不同倾向　　国学从过去到现在，只是学问的领域，研究国学、讨论国学的人，有
种种不一样的观点和主张。
愿意了解有关情况的，不妨一读章太炎《国学讲演录》、钱穆《国学概论》等书。
　　对待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态度最激烈的，是完全加以否定，如所谓“全盘西化“派，历史已经
证明，这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到的。
（附带说一下，有学者讲过几句过头的话，后来主张并非如此，应予分析看待。
）　　态度最保守的，是主张彻底复古，排斥整个西学，这也是不应该也做不到的。
　　任何一个时代的学人，都不可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应当而且必须回答社会或学术提出的问
题。
所以，过去谈国学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今天也正是一样。
立足今天，面对将来，去看中国固有文化学术有怎样的优秀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是当前探索国学
所需要的。
　　（四）国学的现状　　当前国学尽管称“热”，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甚至可以说有危机潜伏，
我主要是指学术界部分人空疏浮躁的风气。
这种风气，或者说心态，刚好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根本精神相背反。
　　我在这里不是说当前有关国学的各种通俗普及性的作品。
对于将国学基本知识介绍给社会公众的学者们，我是深怀敬意的。
我们希望，对国学的了解和探讨能够逐步深入，使大家都能对优秀文化传统有所理解，培育应有的感
情。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五千年的辉煌文化传统是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创造的，不但丰富多彩
，而且绵延不绝。
我常常想，这一传统何以在举世间独能延续至今，是比“李约瑟难题”更不容易解答的问题。
国学的学习和研究，应当告诉大家，我们的先人曾对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做出过多少贡献，从而激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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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来做得更多更好。
　　（五）国学贵在创新　　从文化传统来说，国学是古老的学问，可是这门学问传到我们手中，能
不能继续下去，并且得到阐扬，关键则在于我们是否做到有所创新。
　　五四以后，曾经有过国学繁荣兴盛的一段时期。
北大如何办国学门，出《国学季刊》；清华怎样建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等前辈，至今仍然脍炙人
口。
仔细想一想，那时主领风骚，既留下丰富学术成果，又育成许多后进人才的一代学人，哪位不是富于
学术“个性”，敢做学术创新的？
　　创新本来是传统肯定的美德。
传说汤有盘铭，曰日新又新，还是值得我们反复吟味的。
国学既须继往，更贵在开来，这是应有的抱负和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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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学研究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
天津近代国学研究学术机构的建立，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那时在天津有一批有志于国学知识传播和传统文化弘扬的学者，他们建立了“天津崇化学会”、“国
学研究社”、“存社”、“国文观摩社”等。
2006年7月，天津市首家国学馆——明德国学馆成立。
2008年5月31日，我们的“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国内首家省级国学研究机构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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