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

13位ISBN编号：9787533651589

10位ISBN编号：7533651588

出版时间：2010

出版时间：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吴湉南

页数：277

字数：2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

前言

　　陈宝云的《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学人群研究》，研究的对象是1920年代活跃在南京高
等师范学校和随后东南大学场域中以柳诒徵为核心的一个学人群，他们创办了《史地学报》作为学术
与思想表达的主要阵地。
吴湉南的《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研究的对象是创办于1920年终结于1950年的无锡国学专修馆
、专修学院、专修学校，以唐文治为核心的学人群，他们苦心经营这所专门进行国学教育的学校，他
们所活跃的场域除江苏无锡外，还有上海与广西桂林附近地区，时间则历经1920-1940年代。
邢战国的《周谷城史学思想研究》研究的对象虽然仅是一位学人，但很具代表性。
这位学人活动的主要场域是上海、广州、重庆，尤其是在复旦大学，时间则历经整个20世纪。
这三篇博士学位论文，共同填补着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中东南国学这一大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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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20世纪上半叶名满国内的一所私立国学专科学校，始创于1920年底，原名无锡国
学专修馆，翌年开始招生。
1928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为全国唯一正式立案的国学专修学校，也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国学为
专科的高等学校。
抗战时，无锡国专西迁广西桂林一带，并在上海设立分部(也称补习部)。
战后复校。
1950年，按照相关政策并人苏南文化学院，无锡国专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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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湉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电力学院社会科学部；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
思想文化史、史学史、洋务运动史等；在《北方论丛》、《历史教学问题》、《作家》等刊物发表论
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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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章太炎则一直对私人讲学给予肯定和赞扬，他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校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往往
只重“耳学”而不重“眼学”，其缺点在急功近利，专“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底，专重耳学，遗弃
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而时下青年学子“喜纷华”、“求报偿”、“趣于赢利”、
“隋游”、“崇洋”等低俗道德的形成，实与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方法弊端有很大关系。
他把这种“情志”的劣化称“为人纪之薄”，说“吾所忧者不止于庸行，惧国性亦自此灭也”，可见
对于当时学校的教育现状失望之至。
在他看来，中国私人开堂讲学的传统比官学好，“究之方闻之士，经世之才，多于大师讲塾，儒人学
会得之，次则犹可于书院得之，而正式学校无与也”。
因而民国以后，章太炎一直身体力行地通过开办国学讲习会等方式来传播国学。
　　当时国内高校的国学教育，多通过国文系、历史系等展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北京大学、
南京高师、武昌高师、厦门大学等均是如此。
其中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就最高。
该院于1925年成立，其《研究院缘起》称，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哲理文史诸学，
非有精深比较之攻究，不足以挹其菁华而定其取舍。
要之，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本校乃设立研究院”，“招
收海内成学之士，凡国内外大学毕业者”或者具有同等学力者，“人院肄业，分门研究，冀于世界文
化所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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