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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北大听讲座》书系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
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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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透视“国学热”。
　　　　各位同学：　　　　晚上好!(热烈掌声)　　　　北大学生会的干部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谈谈
国学。
而且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透视国学热”。
我没有这么大本事，很难“透视”。
因为国学问题非常复杂。
我只是和大家谈谈我最近几年的一点感受。
　　　　我们的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甚至再大一点——人类，我想，它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期。
我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型：由原始社会采集狩猎的文明，第一次实现了向农业文明的转
型。
那么，．农业文明持续了几千年，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我们说，实现了第二次大的转型——由农业文
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
我本人的一个比较愚蠢的猜测，我想我们现代的人类正处在第三次转型。
这个转型实际上大家已经清楚了，比如说我们的互联网，这个大家最熟悉，它改变了我们原有的工业
文明的一些文化。
一些形态。
这种文化发展下去，它就取代或者代替了原有的工业文明的一些主要内容。
我想这个转型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原有的工业文明的价值系统、价值观的转变。
而且它逼着人类实现这个转型。
这不是我们人类主观愿望上要转型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
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我们人类面对的这些挑战。
这些挑战大家也都清楚，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逼着我们人类要实现这样的转化。
据科学家的研究调查，不要说整个世界，就我们中国的人口，如果能实现美国人当前的能源消费水平
，我们地球的能源只够用60年。
这是报纸说的，是不是真的，是否有科学依瞎，我不确定。
石油、煤炭、淡水这些资源，如果按照我们目前这个水平发展，全人类都达到目前美国的消费水平，
那么不够用60年。
有人说要6个地球，才能供应全人类的发展。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如果大家关心这个时局的话，在上个世纪末，首先是欧洲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人类以往的思
维方式。
以往的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是三百年来西方现代性引领下的i塞种人类文明的发展。
为什么我们现在谈国学，国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不是几个喜欢国学的人在
那里鼓吹一下就能鼓吹起来的。
而是当前人类文明的格局和局势确实是在酝酿着一次转型。
我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国学热，应该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全球背景下产生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概是八三年、八四年，我们曾遭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文化热，这个热度
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
那个时候我也做过演讲，课堂里非常拥挤。
那么现在——二十年后又回到了国学热。
我想比较一下上次的文化热和现在的国学热。
　　　　国学热和文化热究竟有什么差别?我们可以从中来透视我们今天国学热的成因。
我想，八十年代的之所以叫文化热，现在的叫国学热，当然是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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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文化热，我想一个主要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眼界不像原来那样闭塞了，眼界开
阔了，这是改革开放前没有的。
那么这个改革开放应该说是打破了我们建国几十年的一个封闭的状况。
当时文化热的来势很凶猛，而且它的来临是我们改革开放后，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而来
的。
在这个情况下，什么东西都进来，大家对什么东西都感觉到新鲜。
在文化上的表现主要是西方文化对我们八十年代的影响。
大家知道文化热中有几大派，其中有一派叫做二十一世纪派，就是金观涛他们搞的那个二十一世纪文
化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影响很大。
这也是改革开放提倡一种眼光向外看，后来他们这派人的成果就是《河殇》。
还有一派当时就叫西化派。
第三派是一个叫做“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团体，就是中国文化派。
这是后来人对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派别之争的分析，基本有这三种势力。
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这三种势力基本上都重复了五四的东西文化论战。
没什么太新的东西，有人把它叫做一次新的文化启蒙。
为什么?它不过是把五四时期或者再前一点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东西在八十年代和盘托出罢了。
你们那时候可能还年轻，不是很记得，没有参与这个八十年代文化热。
如果你参与你就会感到，那个时候是所谓的文化多元化。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
这个启蒙运动主要是对西方的了解。
我们久久没有打开国门，那么打开国门以后，对外界的东西都感到新鲜。
八十年代文化热输入的这些思想，对当时青年人影响最大。
　　　　还有一个现象，八十年代文化热，传统文化处于一种被批判的地位。
大家知道《河殇》的影响很大，讲蔚蓝色文明。
当时有人到我们北大的讲堂，居然讲我们的民族要赶上世界，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
请大家把你的头发变成黄头发，要在人种上改变我们黄种人。
我不是在这里瞎说，这个人名字我在这里也不说了，他是很极端的。
所以那个时1嗅这个文化热是很着急。
一看世界都走到今天了，我们还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因此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又回头归结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上。
当时有很多口号，五四时期的口号都已经出现过了。
“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不看中国书”，类似于这样的口号，全都有。
所以我个人看法，八十年代文化热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一次重复。
它发生的必然性，那就是我们国家多年的封闭和我们国家经济的落后。
这种现象也表现了当时我们青年人通过文化来寻找国家落后的根源的热情，当然也是一种民族的爱国
的思潮，同时也是对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国情不够满意的表现。
　　　　当时对文化的界定，为什么是“具有启蒙作用的一次思潮”呢?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文化”的定义有好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大家都知道，讨论“文化”的定义每个人都能说出一套来。
当时我记得粱漱溟先生有个界定，冯友兰先生也有个界定。
那个讨论确实是“五四”以后的第一次。
经过了近五六年的文化热，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都翻译进来了。
因此也可以说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一次学习。
经过大量的讨论、争辩，大家逐渐对文化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
这个文化是什么呢?后来很多人接受“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样态，生活的方式”这样去理解“文化
”，文化——存在的生活样式的合理性。
　　　　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热在本质上、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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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学热是什么?首先是国学。
所以人们又追问什么是国学?国学很难界定。
国学的概念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个产物，出现在清末民初。
它是近代的产物，“国学”的提出是对当时西化的一种反应。
我们中国近百年来，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这个问题上，总是没有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讲国学好呢还是西学好呢，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国学总是被动的。
所以当时对国学下的定义，实际上都是一个同义的反复。
最初有人说是“国粹”，“国粹”这个词流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当时西化派批评“什么国粹，都是国
糠”。
“粹”和“糠”都带“米”字旁，“粹”是精粹，“糠”是糟糠，所以后来这些讲“国粹”的人有点
被动，不说“国粹”了，改叫“国故”。
国故是什么?按照西方人的一些想法，所谓国故，就是博物馆里的一些东西，陈列在博物馆里的一些死
的东西，不会是新的。
所以这个“国故”也被扬弃了，这个说法也不好。
一说“国故”就成了保守派了，老古董了。
当时梁漱溟先生有一次在北大讲演的时候说：人们都说我是国故派，但其实我不是国故派。
我是讲孔子，孔子就是国故?孔子的思想对我们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不讲孔子，谁讲孔子?所以“国故”
是指的一个对象，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学问。
后来又变成“国学”——它是门学问，是一门很有生命力的学问，不是博物馆里的东西。
后来章太炎先生等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讨论，他们给国学下的一个定义，就是“一国固有之学”，或
者叫“一国自有之学”。
“一国固有之学”，它是在历史环境以及经济政治社会等特定条件下，在它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中
所产生的学问。
简单来说，这就是国学。
用今天的话说，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
有人把国学成为所谓的国魂。
章太炎先生有句话：“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
他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自立者也。
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国学亡了国就不可能立，他这个思想也是古人早就说过的。
《左传》里有这么句话“国于天下，有与立焉”，一个国家在天下总是要有这个国家立足的基础。
这个基础是什么?古人认为这个基础就是学。
它必须建立在自己的民族这样一个传统的思想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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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我专心致志于有关宇宙万物的知识时，当我进行怀疑、并把它作为达到确定性的途径时，我必
然沉浸于万物之中，我完全抛开我自身，我的目的，我的幸福和我的存在。
在这种“忘我”的境界中，我将以获得这种知识为满足。
　　——雅斯贝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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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北大听讲座》（第17辑）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　　　　最受读者欢迎的人文思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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