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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不能不学习国学，不能不阅读国学书籍。
因为，国学让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中华民族是怎样的民族。
国学给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
    国学造就了曾国藩这位千古完人。
辜鸿铭对外宣传国学，李大钊讲：“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
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章太炎先生“用国粹激动种姓”，成为鲁迅所景仰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曾告诉我们：“夫国
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
”他也曾告诫我们：“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
”梁启超践行“保国保种必先存学”，给我们留下了近1500万字的著述；他曾是中国半个世纪里的精
神导师。
胡适说他是我国革命的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
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
”王国维和陈寅恪都在学术上有独创性的功绩，他们“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也为我们传承国学
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我们回顾这六位大师传承国学的奋斗史，可以激发我们对国学的热爱、对民族的热爱，可以让我们
思考怎样做一个现代的，然而地道的中国人，可以激励我们学他们的样子，努力地在当下传承国学。
让我们记住顾颉刚说的这句话：“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
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子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
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之本。
”    这几句话权当是开篇之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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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方步，六人行——国学大师的故事》所写的六位大师：曾国藩、辜鸿铭、章太炎、梁启超、王国
维和陈寅恪，是按照他们的年龄排列的。
曾国藩在第一个，因为他的年龄最大；陈寅恪最小，所以放在最后。

《四方步，六人行——国学大师的故事》作者王荣华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可以了解这六位大师，他们是
“国学”的最好的代表，而“国学”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意志和精神长城的载体，是他们的自
信和力量的智力基础。
对这六位大师和国学的了解，自然会促进对国人和国家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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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荣华，1945年出生在辽宁沈阳，祖籍天津静海县。
1964年至1971年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外贸系就读；1970年至1971年在唐山军垦农场参加锻炼；1971年
至1973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
1973年至1998年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和副局长，1991年至1996年期间兼任中
国交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总经理。
1998年至2002年任中国驻冰岛共和国大使。
2002年至2005年任上海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
2005年退休后担任爱尔兰财富控股中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曾出版翻译作品《黄玉》、《第二代》、《凯瑟琳·赫本传》和《希区柯克传》等，与屠珍共同主编
加拿大短篇小说选《结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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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头的话
关于“国学”
第一篇  知行合一的大师曾国藩
第二篇  被遗忘的大师辜鸿铭
第三篇  亦战士亦大师之章太炎
第四篇  最善变的大师梁启超
第五篇  投湖自尽的大师王国维
第六篇  没有学位的大师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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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他齐家所做到的第二点是全家戒傲惰。
咸丰十年（1860年）9月，他在给国荃的信中问：国荃军营中各位将领有骄气吗？
国荃自己的傲气比以前少一些了吗？
他说古今中外所有庸碌无为的人，都是因为懒惰而失败；古今中外所有有才华的人，都是因为骄傲才
失败。
他说他由军事推而广之，愿与各位弟弟互相勉励。
⋯⋯他说他们只管去克服骄傲和懒惰的毛病，不一定等到有人骂了，才去改正。
此信后的第二天，他又写信给国荃和国葆，回忆起星冈公对他的教诲：“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
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上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
’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
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
今吾谨述此语诰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
⋯⋯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所谓散馆是翰林院的庶常馆，即新榜进士考中庶吉士后从事学习的地方。
学习三年后，考试合格的授以编修或检讨之职，留馆工作，其余分发各部，或到地方上任州官县官，
由此散发出去，是故名为散馆。
星冈公所说官是做不尽的，是讲曾国藩有的是做官的机会。
只要他发现弟弟中有傲气流露，就会立即指出，并予以批评。
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1月，他说国荃虽世事阅历渐深，但是“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
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
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
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
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
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
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气，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弟若谨守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发人之覆是揭别人短的意思，是暴露他人隐私的意思。
针对国荃说家中人没有不谦虚的，曾国藩一个月后，又发信给国荃说：你说家中子弟没有不谦虚的，
此话未必全对。
他说他看国荃最近就很是骄傲。
他告诫说只有敬重别人，不随便议论别人，才是谦虚谨慎的人；凡是喜欢讥笑别人、议论别人的短处
的，就一定是骄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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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大使擅用华夏文化的精髓，去滋养和充实世界文明的宏大内容。
    ——历史小说作家、国家一级作家  梅毅    我瑾向王荣华大使和本书的读者表示祝贺，祝贺他们能有
这样一个深化对中国文化遗产和学术传统的了解的机会。
我来中国赴任之初，听取了王先生多次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  我觉得像他这样对国学如此敬业，能
称得上老师的人为数不多。
通过讲故事，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本身就是一种有多重意义的艺术。
作为一个对中国极其感兴趣的外国人，我知道我会多次重温书中的故事，深入到其话语、内容和关联
意义的各层级中去。
    ——冰岛驻中国大使  柯丝婷女士    国学在其所存在的一个世纪里，它从周围世界所得到的不完全是
荣誉和支持。
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使中国始终对它表示出深深的关切。
将这些思想家作为楷模，人民今天不但会理解上个世纪以及更多地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而且还会获得
灵感，去传递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爱和尊敬。
大的目标是，尽管面临种种不同的压力，也要激活中国文化。
本书会告诉你怎么做。
    ——约翰·布莱尔教授，著有《西方文明与中国之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版    作者所
提供的这本令人兴奋的读物，可以让你熟知在西方影响下发生社会大变革的上两个世纪中的六位国学
大师的重要性。
这些知识对那些立志浸润于中国文化研究，并与西方进行重大比较者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基础。
从大师们的观察和经历中，我们可以见识薪火相传，至今仍活跃在当今社会的中华智慧之巨之深。
    ——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新闻主持人  顾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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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方步,六人行:国学大师的故事》特别选取了六位国学大师辜鸿铭、曾国藩、章太炎、梁启超、王
国维和陈寅恪如何弘扬国学的故事，来启示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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