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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經學是千百年來全社會共同認同的價值觀，是修身淑世的

大道之學。華夏文化歷經衝擊又綿延不絶，得益於經學作爲民

族文化基因代代相傳。近現代經學的消解具有各種各樣複雜的

原因，本文深入探究經學消解的學術、歷史和政治思想因素，揭

示經學回歸 “重建”、“重構”、“重組”的“三重”必要性，梳理經

學回歸的重要保障和具體條件，對於民族精神的偉大復興具有

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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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

理而已。”〔１〕錢大昕：“《易》、《書》、《詩》、《禮》、《春秋》，聖人所

以經天緯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於道無所不通，

於義無所不該。”〔２〕經學爲大道之學。這不僅是清人對經學意

義的認識，也是兩漢以降人之共識。

２０ 世紀初（１９０５），清政府宣佈廢除科舉制度；“五四”新文

化運動以後，中國教育借鑒西方學科重建教育體制；經學的傳承

失去了體制的保障。經學隨著經學時代的結束而悲壯地退出了

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的核心地位。經學的研究只剩下經學史的



研究，經學經世致用的精神被抛棄，只剩下了一堆被抽掉了靈魂

的歷史資料。當下中國，誠如查爾斯·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

言：“我們無所不有，我們一無所有。”（Ｗｅ ｈａｄ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ｕｓ，ｗｅ ｈａｄ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ｕｓ．）我們擁有前所未有的巨大財富，

我們也丢失了我們曾擁有的巨大精神財富，我們正面臨前所未

有的道德危機、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道德的重建，多元文化的

重構以及世界文明的重組，熱切地呼唤華夏傳統文化的核心内

容———經學的回歸。

一、 經學消解的諸種原因

重檢經學的發展流變及近現代的命運，我們認爲經學的消

解有其深刻的學術的、歷史的、政治的因素，探究經學消解的諸

種原因，可以爲經學的回歸與復興提供必要的思想保證，亦爲多

元文化背景下如何重建民族認同的重要思想基礎。

　 　 （一）經學消解的學術因素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

思潮。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經學成爲王朝政治的主流學術，學

術思潮代有變異，經學研究亦代有特徵。四庫館臣曾總結兩漢

至滿清經學研究之變化：“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

凡六變。”〔３〕漢儒之章句訓詁、六朝之玄佛羼雜、宋儒之疑辨、元

明之黨朱、明末心學之空疏、乾嘉諸儒考證之博洽，經學研究演

進的同時，也潛藏著經學的自我否定，四庫館臣亦指出其有

“拘”、“雜”、“悍”、“黨”、“肆”、“瑣”之六弊。

１． 經書詮釋的繁瑣化。漢代經學注重名物章句，傳承重視

師法家法，詁訓章句恪守所聞，其長在篤實謹嚴，而其弊在拘泥。

今文經學抱殘守缺，發揮師説乃至“一經説至百餘萬言”〔４〕，例

如秦恭説“堯典”兩字十萬餘言。班固《漢書·藝文志》曾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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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經學繁瑣化的嚴重後果：“後世經、傳既以乖離，博學者又

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説五字

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

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５〕

經書解説的繁瑣直接催化了今文經學的衰亡。千百年後的乾嘉

諸老又重蹈漢儒之覆轍，清儒針對明末學人多“束書不觀”、“遊

談無根”的空疏之弊，主張回歸經典，崇尚考據。顧炎武認爲欲

“明六經之旨”，必須考文考音，於是考據之風日熾。考據本爲

通經，通經本爲明道，明道本爲救世。但實際上，乾嘉諸儒一旦

做上文字工夫，便樂此不倦，於是乎爲考據而考據，爲治經而治

經，而忘卻了考據治經之目的，一涉義理，便斥爲“鑿空之談”。

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是乾嘉學者難得的一部義理之作，而當

時的學者卻“群惜其有用精神耗於無用之地”〔６〕。戴震的學生

段玉裁晚年認識到考據訓詁之學與義理之學只是“枝葉”與“本

根”的關係，嚴厲批評當時排斥宋學的學術風氣：“抑余又以爲

考核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倫

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考核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

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尚，别爲異説，鼓簧後

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防者。”〔７〕梁啓超對於清代學術弊端有

深切體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稱：“平心論之，清代風尚所

趨，人人爭言經學，誠不免漢人‘碎義逃難’、‘説三字至二十餘

萬言’之弊，雖其間第一流人物，尚或不免，承流望風者更不待

言。所以在清末已起反動，現在更不消説無人過問了。”〔８〕考證

的繁瑣且不及經書要義，這無疑是清代經學備受詬病的地方，對

經書精神關注的缺失，使經典成爲完全案頭文字，背離經世致用

本質而必然被抛棄。《中國經學思想史》評論説：“乾嘉諸老以

學問自矜，而排斥哲學義理；能做到‘善讀書’，而不能做到‘善

讀世’，民族傳統文化於晚清之際開新乏力，甚且不能自守，乾

嘉諸老不能辭其咎。正因爲如此，我們或許可以説，傳統經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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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非終結於晚清、民國之際，而終結於乾嘉諸老之時。”〔９〕闡釋

的繁瑣化遮蔽了經學經世致用的根本精神，經學衰亡與此不無

關係。

２． 經解理念的主觀化。經師解經往往帶有鮮明的主觀傾

向，經學闡釋成爲建構個人思想抑或企劃政治格局的手段。宋

人解經重視發掘義理，朱熹遍注群經，重建了《四書》新經典體

系，《五經》的地位相對下降。南宋心學代表陸九淵則鮮明提出

“六經注我”的口號：“或问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注

我！我注《六經》！”“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１０〕在陸九

淵看來，吾人本心自足，經典的作用就在於印證人之本質，看到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象山先生云：“吾之學問與諸處異

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是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

一些。”〔１１〕指出：“《六經》既作，傳注日繁，其勢然也。”〔１２〕“往哲

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册所載，又有正僞、純疵。”〔１３〕心

學集大成者明代王守仁亦言：“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

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

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１４〕在文本駁雜、

傳注日繁的情況下，哪些書該讀，該怎麽讀，確實是個問題。讀

經需“先立乎其大者”，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宇宙“便

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

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１５〕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往古來今，概莫能外。經書本是聖人集團成員的作

品，具有絶對的權威性。心學主張“發明本心”，經學的神聖性

權威性自然消解。陸九淵、王陽明的觀念深刻地影響了後學，心

學末流多輕視經典，束書不觀，甚者出現“糞土《六經》”之説而

流爲“狂禪”。這種觀念使一切都變得了無意義，崇高不再存

在，自漢而降的尊經思想受到嚴峻挑戰，可以説這撼動了經學的

學術根基，是對經學傳承最致命的打擊。

心學强調“致良知”，成聖賢。《王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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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經解的主觀化傾向，容易遮掩心

學的積極意義，導致實用主義的各取所需。例如，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和仁義禮智信等本爲孔子提出的倫理道德觀念，亞聖孟

子進而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的“五倫”道德規範。儒家提倡“三綱五常”，本爲人類與生

俱有的人倫關係和應該遵守的行爲準則。“君爲臣綱，父爲子

綱，夫爲妻綱”，實際上是君主應該成爲臣下的表率，父親應該

成爲兒子的表率，丈夫應該成爲妻子的表率。君不正，臣投他

國；父不慈，子奔他鄉；夫不正，妻可改嫁。正确的理解三綱并非

强調臣、子、妻的“三從”（臣、子、妻必須絶對服從君、父、夫，君

欲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實用主義的經

解，擴大了董仲舒運用陰陽之道解釋“三綱”的消極意義，確立

君權、父權和夫權，强化封建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使經學淪爲

封建統治階級和宗法制度的思想工具。

３． 經典性質的史學化。當經學的經世致用精神被懸置起

來以後，經學逐漸成爲歷史研究的對象。王陽明曾言：“以事言

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

亦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１６〕王陽明這一論説是

清代章學誠“《六經》皆史”論的先導。章學誠曰：“《六經》皆史

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

也。”〔１７〕在中國古代學科分類中，經居於最受尊崇的地位。古人

尊經之意在於重道，“道備於《六經》”。章學誠的“《六經》皆

史”論的本意不在貶抑經學、擡高史學，而是針對乾嘉諸老埋首

於故紙堆中做知識學問而忘卻經學之宗旨提出來的。《原道

下》云：“夫道備於《六經》，義藴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

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有約《六經》之旨而

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１８〕道載於《六經》，但經義不是自明的，

需要我們去“發明”。研究經典，就是去“發明”經的意義。經是

１５論經學的消解與必然回歸　



特定時代的産物，並不能直接用來指導社會與人生，需要給予新

的詮釋。這個新的詮釋，既是對經典意義的挖掘，也是賦予經典

以新的意義。章學誠不僅肯定了經，也肯定了“隨時撰述”之經

學對傳承中華文化核心價值之意義。觀點的本意是一回事，産

生何種影響又是另一回事。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説對經學

産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經學從本質上説是一種價值判斷，一

旦將它當作史實處理，就可能降經爲史，將經混同於一般的史

書，必然消解經典的價值信仰。後來許多學者就是以史料來理

解經學的，有學者認爲“從經學的角度而言，‘《六經》皆史’命題

便成爲一種‘末世之音’，成爲兩千年經學大厦即將徹底傾覆的

輓歌”〔１９〕。如果説章學誠的“《六經》皆史”的“史”並不是指今

天我們所説的“歷史”，到了章太炎則明確地指出，《六經》就是

歷史。斷以人道，夷經爲史，是章太炎的基本主張，據《六經》則

“上世社會汙隆之迹”大略可知，《六經》成爲“上世社會”的實

録。在《答鐵■》中，章太炎云：“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爲

宗。……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

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至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

也。”章氏不僅把整個經學系統説成“歷史”，而且把《史記》、

《漢書》劃入“經”的範圍。經學既然是史學，孔子也就從聖人的

寶座上落了下來，成了一“良史”：“孔氏，古良史也。”〔２０〕許之衡

在論及章太炎對孔子重新評價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時説：“餘杭

章氏《訄書》，至以孔子下比劉歆，而孔子遂大失其價值。一時

群言，多攻孔子矣。”又説：“近一二年來，有某氏之論保教，章氏

之論訂孔，而後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子遂幾失其舊步。”〔２１〕章太

炎爲了瓦解今文經學，而將經學視爲史籍，經學一旦成爲史籍，

無形中，卻連古文經學視“經”爲“法”的意義也被完全瓦解。章

太炎的這一做法，直接引發了經學的潰亡。章氏弟子朱希祖建

議去除經學之名，理由是：“因爲經之本義，是爲絲編，本無出奇

的意義。但後人稱經，是有天經地義、不可移易的意義，是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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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違背的一種名詞。……我們治古書，卻不當作教主的經典

看待。”〔２２〕

章太炎用“歷史”的眼光來審視經學，但並不否認經學作爲

歷史的價值，其目的在復興古學，重建中華之文化命脈。而毛子

水、胡適等人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毛子水在《國故和科

學的精神》一文中提出：“國故是過去的已死的東西，歐化是正

在生長的東西；國故是雜亂無章的零碎知識，歐化是有系統的學

術。這兩個東西，萬萬没有對等的道理。”〔２３〕章太炎有中外之

分，没有古今之别，視現代學術爲古代學術的延續。而毛子水直

接把現代與傳統斷裂開來，認爲傳統是已經死去的東西，没有未

來，現代學術與過去要徹底劃清界限。用“歷史”的眼光看待整

個中國導致的一個嚴重問題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被消解了，

一切以文字符號爲媒介的典籍都變成了史料。毛子水是第一個

把典籍看成史料的人。他説：“我們現在且把國故的性質和功

用直接説出來。（１）國故的一部分是中國一段學術思想史的材

料。（２）國故的大部分是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的材料。”〔２４〕胡

適直接把章學誠“《六經》皆史”理解爲“一切著作，都是史料”：

“先生作《文史通義》之第一篇———《易教》———之第一句即云：

‘《六經》皆史也。’此語百餘年來，雖偶有人崇奉，而實無人深懂

其所涵之意義。……其實先生的本意只是説‘一切著作，都是

史料’。……先生的主張以爲《六經》皆先王的政典；因爲是政

典，故皆有史料的價值。……先生所説‘《六經》皆史也’，其實

只是説經部中有許多史料。”〔２５〕既然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史料，

那當如何對待呢？胡適説：“現在一般青年，所以對於國故没有

研究興趣的緣故，就是没有歷史的觀念。……本了歷史的觀念，

就不由然而然地生出興趣了。如道家煉丹修命，確是很荒謬的，

不值識者一笑。但本了歷史的觀念，看看它究竟荒謬到了什麽

田地，亦是很有趣的。”〔２６〕包括經學在内的傳統文化就成了供消

遣的玩意，與現實再無關係。錢玄同説：“因爲國故是過去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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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僵死的中國舊文化，所以它與現代中國人的生活實在没有什

麽關係。”〔２７〕

４． 儒學傳承的黨同伐異。兩千多年的王朝政治，經學爲主

流學術。研究者衆，大宗小宗，學派旁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

遠在西漢的經説中，“黨同伐異”的現象就已經很嚴重。當時的

五經十四博士都各守家法，互相攻擊，特别是古文派和今文派之

間的鬥爭更加激烈。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曾經反映這兩派

的鬥爭情況。他説：“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

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説而

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

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

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

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

哉！”〔２８〕劉歆指明這是“黨同門，妒道真”。到了東漢末年，鄭玄

箋《詩》注《禮》，才溝通古今，成一家言，所以號稱通儒。但在當

時也有人反對他，主要是王肅。王肅説經，專與鄭玄唱反調，於

是經學中又出現了鄭王之爭。他們兩家的門徒也參加了這場鬥

爭，這當然也是黨同伐異。宋元以後，又有漢學和宋學鬥爭，仍

然是黨同伐異，各守門户之見〔２９〕。宋代理學對魏晉道玄之學的

黨同伐異最爲激烈，這也是魏晉經學著述很少傳世之作的重要

原因。皇侃的《論語義疏》是“《論語》現存最早的義疏注本，也

是六朝儒家義疏唯一傳世者，彌足珍貴”〔３０〕。《梁書·儒林傳》

曰：“（皇侃）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并見重於世，學者

傳焉。”〔３１〕唐貞觀十四年（６４０）太宗下詔曰：“梁皇侃、褚仲都，

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并前代

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

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録名奏聞，當加引擢。”〔３２〕可見該書在梁宋

普遍傳習，隋唐統治者仍十分重視。後來《論語義疏》在中土失

傳，主要原因或爲宋明理學的黨同伐異。四庫館臣有評云：“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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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淳以後，講學家門户日堅，羽翼日衆，剷除異己，惟恐有一字之

遺，遂無復稱引之者，而陳氏《書録解題》亦遂不著録。知其佚

在南宋時矣。”〔３３〕《論語義疏》約在唐代傳入日本，日本學者廣

爲研習，鈔本就有 ３６ 種之多。１７５０ 年，根本遜志根據足利本改

變體式，增删文字，整理刊佈。１７７１ 年（清乾隆三十六年），浙江

餘姚商人汪鵬從日本購得根本本《論語義疏》，次年進獻浙江遺

書局，遺書局總裁王亶望將其進呈四庫館。１７８１ 年，經鮑廷博

校訂鈔入《四庫全書》。稍後，鮑氏又删除根本本的句點、返點、

假名，改動對少數民族不敬的個别文字，避清諱，將其刻入自編

的《知不足齋叢書》。現在，國内《論語義疏》主要有鮑廷博的

《知不足齋叢書》本、《四庫全書》本及北京大學儒藏編輯委員會

據懷德堂本校點的《儒藏》本。這些叢書本《論語義疏》均存不

足。根本本改變皇《疏》舊式，增删文字，已非皇《疏》舊貌。《四

庫全書》本在鮑氏校理時又略有修改潤飾，加重了失真程度。

《儒藏》本，不易尋檢〔３４〕。可見宋代理學對魏晉道玄之學的黨

同伐異危害之劇，對傳統文化傳承危害之烈，宋代理學的經解也

失去了魏晉經解海納百川的宏大氣象。黨同伐異使經學在王朝

更迭與學術演進過程中累遭重創。

５． 僞書與辨僞。宋學勃興，孫復、劉敞、鄭樵、朱熹、王柏等

一時學者大興疑古之風，遍疑諸經，認爲漢儒所傳之本多不可

信，攻駁經文，動輒删改。宋儒的疑經撬動了經學的神聖地位，

一切經典皆可以懷疑。王柏疑《書》疑《詩》，憑臆斷删改經書。

明朝書法家、篆刻家、藏書家豐坊於藏書之餘，僞造經籍，僞造

了不少所謂的“古本”、“古書”。诸如，《河圖》石本，《魯詩》石

本，《大學》石本，朝鮮《尚書》，日本《尚書》等。“其著述未免欺

人，其翰墨洵可傳世也。”清初閻若璩疑《古文尚書》，姚際恒疑

《古文尚書》、《周禮》、《詩序》、《易傳》，劉逢禄疑《左傳》，龔自

珍疑中古文，魏源疑《毛詩》。至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則把

二千年來文人士大夫所信奉的儒家典籍都説成係漢代劉歆所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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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康有爲打擊古文經的目的是“發古文經之僞，明今學之

正”，但他的這種做法嚴重削弱了經典的神聖性與學術的延續

性，不僅摧毁了古文經，使今文經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因爲經典

已不再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錢玄同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寫給顧

頡剛的信説：“我前幾年對於今文家言是篤信的；自從 １９１７ 以

來，思想改變，打破‘家法’觀念，覺得‘今文家言’十九都不足

信。……我現在以爲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説流行，失其真相

的，兩者都難憑信。”〔３５〕顧頡剛説：“我們要推倒古文家，並不是

要幫今文家占上風，我們一樣要用這種方法收拾今文家。”〔３６〕後

來，顧頡剛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明確講了《古

史辨》的目的：“我的《古史辨》工作則是對於封建主義的徹底破

壞。我要使古書僅爲古書而不爲現代的知識，要使古史僅爲古

史而不爲現代的政治與倫理，要使古人僅爲古人而不爲現代的

思想權威者。换句話説，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經典———‘經’整

理好了，送進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嚴，然後舊思想不能再

在新時代裏延續下去。”〔３７〕古史辨派的目的就是爲經學送終。

西學東漸，中國引進了西方的學科體系，在這個學科體系中，没

有一個學科能與經學相對應，於是經學便被肢解進了哲學、文

學、歷史等現代學科中，而經學之名與實終於都消亡了。

　 　 （二）經學消解的歷史因素

經學歷史源遠流長，從周代的王官之學，到漢魏六朝的五經

博士制度，再到隋唐以後的科舉考試制度，國家教育體制和教學

内容對經學的傳播起著關鍵性作用。梳理中國民族教育體制變

化的脈絡，有助於從歷史的維度探究經學消亡之因。

西學東漸，面對救亡圖存，科學民主成爲一時主流。爲推廣

科學技術，實現民族的富强，西式學堂普遍建立，西方學制逐漸

取代以經學爲主導的傳統教育，中國人的知識世界開始發生劇

烈變化。最早開啓西式教育的是教會學校，早期的傳教士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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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典看作基督文化的對立面，希望培養“受過基督教和科學

教育的人，使他們能够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３８〕，進而從受過

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裏“奪取他們現在佔有的地位”〔３９〕。他們

的傳教活動受到儒家思想的强烈抵制，迫使傳教士不得不有所

妥協，正如有些傳教士所言：“我們不能和中國經書相處，而我

們不能不和它相處。”〔４０〕同時，教會學校要使培養的學生能對中

國一般民衆産生影響或居於領袖地位，就必須適應中國文化教

育背景甚至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１９ 世紀 ７０ 年代後，教會

學校一般都開設相當數量的儒經課程。１８９０ 年基督教傳教士

大會上，美國傳教士潘慎文建議教會學校要以 １ ／ ３—１ ／ ２ 的時間

學習經書，“每個學生要熟記《四書》、《詩經》和《史記》”。但强

調對於儒經中的“異端學説和僞科學”，要通過基督教和自然科

學的教學予以抵消〔４１〕。

美國傳教士狄考文 １８６４ 年在山東登州創辦蒙養學堂（相當

於小學），１８７３ 年設立正齋學堂（相當於中學），１８７６ 年正式改

名爲登州文會館。現根據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

料》將 １８９１ 年登州文會館的課程設置列表如下〔４２〕：

備
　
　
　
齋

第一年

讀官話問答全（指教義問答）；讀馬太六章（即《聖經·新約》若干

章）；講《孟子》（上）；《詩經》選讀（一、二）；分字心算；筆算數學

（上）。

第二年

讀以弗所哥羅西書（即《聖經·新約》若干章）；《聖經》指略

（下）；《詩經》選讀（三、四）；讀《孟子》（下）；唐詩選讀；筆算數學

（中）；地理志略；樂法啓蒙。

第三年

詩篇選讀（即《聖經·舊約》的一部分）；《聖經》指略（上）；讀《書

經》（一、二）；講《大學》、《中庸》；讀作文章；讀作韻詩；筆算數學

（下）；重學地理志略。

正
　
齋

第一年
天道溯源；讀《書經》（三、四）；讀《詩經》（全）；重講《論語》；讀詩

文（後改讀策論經義）；作詩文（後改作策論經義）；代數備旨。

第二年
天路歷程；讀《禮記》（一、二）；講《書經》（全）；重讀《孟子》；讀詩

文；作詩文；形學備旨；圓錐曲綫；萬國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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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正
　
　
　
　
齋

第三年

救世之妙；讀《禮記》（三、四）；重讀《詩經》；重講《大學》、《中

庸》；讀詩文；作詩文；八綫備旨；測繪學；格物（力、水氣、熱、磁）；

省身指掌。

第四年

天道溯源；講讀《左傳》（一、二、三、四）；講《禮記》（一、二、三）；

重講《書經》；讀賦文；作詩賦文；量地法；航海法；格物（聲、光、

電）；地石學。

第五年

羅馬書（《聖經·新約》的一部分）；講《禮記》（四）；講讀《左傳》

（五、六）；讀賦文；作詩賦文；代形合參；物理測算；化學；二十一

史約編；動植物學。

第六年
心靈學；是非學；講《易經》（全）；講《繫辭》；讀文；作文（七日二

課）；微積分；化學辨質；天文揭要；富國策。

　 　 洋務學堂主要培養洋務活動所需的翻譯、外交、工程、軍

事人才，教學内容以“西藝”爲主，但是洋務學堂一般也採取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原則，在傳授“西藝”的同時，一般要

求學員學習“四書五經”，例如京師同文館要求學員每日專以

半日用功於漢文經學，廣東水師學堂“限定每日清晨先讀‘四

書五經’數刻，以端其本”〔４３〕。即便如此，新式學制還是逐漸

瓦解和動摇了舊的教育體制。在科學强國的背景下，傳統科

舉背景下以培養政治人才爲單一目的的國家教育無疑已經不

再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科舉制又深刻阻滯著西學的傳播和課

程化。改良派王韜認爲“必去時文尚時學，乃見天下之真

才”〔４４〕，代表改良派教育觀念的京師大學堂猶設有經學課程。

１９０５ 年廢除科舉，經學失去了教學傳播的制度保障。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 年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廢止了讀經講經的内容，高等教

育文科設立了哲學、文學、歷史學、地理學四門，傳統經學在新

的學制中只能被切分到各個文科門類中，經學已經無法獨立

存在。當時影響最巨的京師同文館教學内容，已經完全没有

經學科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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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同文館分年課程計劃（１８７６ 年擬定）〔４５〕

年次 八年制課程規劃 五年制課程規劃

第一年 認字識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 數理啓蒙；九章算法；代數學

第二年 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
學四元解；幾何原本；平三角；弧

三角

第三年 講各國地圖；講各國史略；翻譯選編 格物入門；兼講化學；重學測算

第四年 數理啓蒙；代數學；翻譯公文
微分積分；航海測算；天文測算；講

求機器

第五年
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

角；練習譯書

萬國公法；富國策；天文測算；地理

金石

第六年
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

習譯書

第七年
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練

習譯書

第八年
天文測算；地理金石；富國策；練習

譯書

　 　 新中國成立後，１９５２ 年院系調整，完全按照蘇聯模式設置

學科，肢解了民國以來的高等教育體系，保留了少數文理科綜合

性大學，按行業歸口建立單科性高校，政府接辦改造了 ６５ 所私

立高校，取締了包括聖約翰大學、燕京大學、震旦大學在内的 ２４

所教會津貼的高校。重工輕文，取消了不少學校的政法、財經等

人文學科，導致幾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傳統經學在這一不

可逆轉的趨勢下徹底失去制度性存在的基礎。

　 　 （三）經學消解的思想政治因素

國家教學内容和學科體制的變革使經學缺失了制度保障，

而社會思潮對經學的批判使經學缺失了世代相傳的社會基礎。

“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思潮使作爲傳統文化核心的經學缺乏了

存在的合理性，“五四”新文化運動號召“打倒孔家店”，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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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先鋒多認爲傳統文化充滿罪惡，没有處理好封建政治與民族

文化的關係，他們把綱常禮教的枷鎖、尊孔讀經與孔子思想不加

分别地混爲一談，把科學技術的落後簡單地歸因於傳統文化。

在陳獨秀等人看來“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

法子，不必拿什麽國粹，什麽國情的鬼話來搗亂”〔４６〕。當時陳獨

秀“抛棄傳統（以儒學爲代表的舊文化舊道德）、打碎偶像（孔

子）、全盤西化、民主啓蒙，都仍然是爲了使中國富强起來”〔４７〕。

陳來認爲“五四”運動“把整個文化傳統看成巨大的歷史包袱，

要傳統文化對中國的落後負全責……則帶有明顯的激進色

彩”〔４８〕。以反傳統爲標誌的啓蒙從開初就帶有緊迫的民族危

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的意識。“以救亡爲目的，以啓蒙爲途

徑，以反傳統爲形式，構成了‘五四’的整體基調，既推進了愛國

運動的蓬勃，又凸顯出新思想觀念的解放的衝擊，也導致了反傳

統思潮的高漲。”〔４９〕在“五四”的文化批判中，作爲主流意識形

態的經學以服務於舊的君主政治體系而遭到最嚴厲的批判，陳

獨秀等人對中國文化採取一種激進的批判乃至否定的態度，主

張用西方文化來批判、改造乃至取代中國文化。

《書》教《詩》教的經學教育，是國家、社會和家庭實現政治

倫理教化的主要内容。“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這是一句

古訓。千百年來，經典作爲政治倫理教化的教科書，對經典的研

習，不僅是國家的事，也是全民的事。耕讀傳家不僅僅是一個教

育傳統，也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文化傳承。上至君王，下至黎民，

工商士農，各個階層，各行各業，研習經典，修齊治平，是全社會

的文化自覺。民族的文化基因具有不可戰勝的强大力量，歷史

上中華民族雖然數度遭遇外族入侵，國家都没有了，遑論傳統文

化教育、經學教育！然而，融和在民衆血液裏的文化基因決定了

傳統文化的民間自我教育，代代相傳的民間自我文化教育不斷

匯聚文化力量，無形的文化力量消融了異族統治者的軍事力量、

統治力量，最後促使異族統治者成爲華夏文化的被征服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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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五四”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反傳統文化形成的主流社會思

潮，持續不斷地批判經學，妖魔化經典，摧毁了民衆對經典的信

仰，中斷了傳統文化民間傳承的命脈。甚至一些著名經學家都

提倡文化西化，甚至把經典比喻爲穿戴著古衣冠的僵屍。周予

同先生曾認爲：“（經）是絶對不可以讓國内大多數的民衆，更

其（尤其）是青年的學生去崇拜，好像教徒對於莫名其妙的《聖

經》一樣。如果要懂得修齊治平之道，這是對的；但是，下之有

公民學，中之有政治學、倫理學，上之有哲學，用不著讀經！如果

你們頑强的盲目的來提倡讀經，我敢作一個預言家，大聲地説：

經不是神靈，不是拯救苦難的神靈！只是一個僵屍，穿戴著古衣

冠的僵屍！”經學家都認爲經是僵屍，提倡經學就是僵屍出祟，

那些塵世中的芸芸衆生只能唯唯諾諾。經典失去政治倫理教化

的功能，失去傳承的全民基礎，經學也就只能走進歷史了。

當然，經學解構直至消亡最關鍵的因素還是政治因素。

“五四”以來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文化大革命”時期達至極致。

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經學。經學提倡的價值觀、倫理觀皆成爲革

命的對立面。經學提倡仁者愛人，“仁者安仁”，“里仁爲美”，有

子主張：“禮之用，和爲貴。”指出：“先王之道，斯爲美。”文化革

命提倡“破”，强調“破字當頭”；提倡“鬥”，“以階級鬥爭爲綱”，

强調“鬥”，才能“其樂無窮”。文化革命就是“要大破舊思想，舊

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横掃一切牛鬼蛇神”。經學提倡孝悌

忠信，强調“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要求“吾日三省

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文

化革命”提倡揭發批判，强調愛有階級性，鼓勵大義滅親，背信

棄義，告密成風，朋友反目，骨肉相殘，人人自危。人没有了“禮

義廉耻”。《新五代史》卷五十四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顧炎武議論云：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

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

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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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爲要。故夫子

之論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

無耻矣。”又曰：“耻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

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耻也。故

士大夫之無耻，是謂國耻〔５０〕。當下缺乏誠信，高官貪腐，沿以成

習，雖然有諸多原因，但“文革”批判經典、圍剿經學的影響，當

不可否認。經學提倡“尊師重教”，尊崇孔子爲至聖先師，篤信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文化革命”树立小學生批鬥老師

的典型，鼓吹“讀書無用”，竭力醜化孔子，“文革”十年，大學停

招十年，十年文化荒漠。“文革”中一次又一次運動，一次又一

次批判孔子，一次又一次否定經學的價值，經學成爲國家政治和

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面，在無止無休的政治批判中不斷退

守，直至没有立錐之地，終至完全衰亡。

二、 經學回歸的必然性

經學的經典著作承載著古人的生存智慧，藴含著中華民族

最基本的價值訴求，通過歷代的教育型鑄著一個民族的基本品

格。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説，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就是全

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華夏古國飽經憂患又生生不息，中

華文明歷經衝擊又綿延不絶，正是得益於經學作爲民族的文化

基因代代相傳。在物質文化極度發達的今天，要規避種種匪夷

所思的社會怪象，道德重建、文化重構、世界文明重組都急切呼

唤著行之有效的方法與措施。我們認爲，塵封近百年的經學，將

又一次在光怪陸離的喧囂中顯示出其淑世治人的强大力量。

　 　 （一）道德重建需要經學回歸

聖人有言：“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禮

記·經解》説：“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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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

我們已經有近一百年整個社會缺乏制度性的《詩》教《禮》教，貪

婪暴戾之氣、淺薄浮躁之風、急功近利之舉，越演越烈，前所未聞

匪夷所思的惡性事件，屢見報端。諸如，河南省連續四任交通廳

長曾錦城、張昆桐、石發亮、董永安前赴後繼貪腐落馬案；清華大

學孫維投毒案，复旦大學林森浩投毒案；馬加爵殺人案，藥家鑫

殺人案；９０ 後媽媽摔死剛滿 ３ 個月的親生兒，８０ 後爸爸冷眼旁

觀案。這些事件發生以後，許多專家分析原因多不著邊際、失於

淺表，根本原因應該是從上到下，長期缺失經學教育，整個社會

缺失道德修養、道德底綫、道德標準和道德約束。

兩千多年來，經學的經典一直是“政治、社會、人生教育的

基本教材”，集中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墨子·天志》

論《詩》、《書》：“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

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也。”〔５１〕《墨子》的作者認爲《詩》、《書》並不在講述後世之所謂

史，而是傳承順天愛人之理。《左傳》魯僖公二十七年載：

“《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５２〕《詩》、

《書》、《禮》、《樂》承擔著道德教化的功能。後世把《詩》視爲文

學作品，把《書》看作是歷史著作，這都不是《詩》、《書》得以傳

世的根本原因。從經學的角度看，我們要追問的不是歷史的真

實，而是價值的真實。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就是通過這些文獻

得以代代相傳的，没有了這些文獻，價值便無所依靠。《書》傳

大道，研讀《尚書》旨在以求“聖人之心”。朱熹説：“唐■三代

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

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５３〕一般認爲《周易》乃占卜之書，

然其卦象多有對人倫提出的基本規範，全書六十四卦中就有五

十三卦包涵對君子的道德要求，諸如，“君子以自强不息”、“君

子以厚德載物”、“君子以經綸”、“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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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謀始”、“君子以容民畜衆”、“君子以懿文德”、“君子以辯

上下，定民志”，即使在今天考察這些論述，仍具有重要的現實

思想價值。《春秋》則在正君臣名分、述大一統之義以垂鑒後

世，朱熹説：“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

爾。”〔５４〕《禮》確立了人文精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人精神

心術之所寓，是人文化的具體表現，是人與動物區别的標界。陳

澔《禮記集注序》説：“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

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經之爲經的意義即在於教人立身

行事。經典無疑是傳統中國個體修身的藍本，是中華民族價值

體系建立的基礎。姜廣輝先生曾從儒家經學中總結出十二大價

值觀念，分别是“天人合一”思想、“人性本善”思想、“以義制

利”思想、“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五倫”思想、

“孝道”思想、“仁愛”思想、“大一統”的國家觀念、“協和萬邦”

的世界觀念和“大同”、“太平”思想。這些基本思想包涵著豐富

而深刻的内容，都可以轉化爲現代的價值理念，而成爲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内容。中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諧，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２４ 字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這些觀念很多就直接來源於傳統文化。

經學的回歸首先是經學經典的回歸，經學的教育首先是經

學經典的教育。經學經典通過歷代學者不斷的詮釋，經學的價

值觀念逐漸内化爲民族的性格，並表現爲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

行爲方式。當道德重建成爲一個民族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時，當

我們需要重建當代社會核心價值體系時，經學的道德哲學和倫

理價值無疑是我們必須汲取的文化營養。習近平説：“中華文

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

成爲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内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

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爲方式。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

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

力。”〔５５〕一個民族的價值體系只有與傳統相接，才能彰顯其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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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綿長生命力。一個有道德的人是高尚的人，一個有道德的民

族是强大的民族。聖人有言：“德不孤，必有鄰。”道德具有强大

的凝聚力，具有不可戰勝的强大力量。

　 　 （二）文化重構需要經學回歸

當下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各地，各種文化洶湧而來。舊文

化正在解構，新文化正在重構。多元文化的融合是新文化重構

的大勢所趨。文化的重構不能失去自我，文化的重構需要重構

之本。重構之本就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强大的載體是經典，

傳統文化博大的内涵在經學，重構文化，離開了經學與經典，只

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近一百年來，西方文化憑藉强大的政

治、軍事、經濟力量滲透到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爲强勢

文化，而傳統文化伴隨經學的消解，經學教育制度性的缺失，日

益成爲弱勢文化。現在，西方正在極力倡導“開放主義世界

觀”，以否定民族國家利益爲本位的愛國主義。美國以西方新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爲工具，以現代藝術、美國文化、消費模式作

爲催化媒介，誘導中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努力在中國培育崇拜和

迷信美國的社會心理。在西方文化强、東方文化弱，西風壓倒東

風的不利情勢下，重構多元文化，很有可能是外來多元文化的重

構，我們一無所有，這會嚴重威脅文化安全、國家安全，這是非常

危險的事。

儒家通過詮釋經典，傳承民族價值觀念，弘揚民族精神。當

下，没有哪一個民族像我們現在這樣，對民族的經典如此的漠

視，對民族文化如此褻瀆。這是非常嚴酷的現實。現在没有幾

個人真正讀過《詩》、《書》等儒家經典，更没有幾個人能真正讀

懂。大學和研究生的課程教材也多是經典的選編，大學生、研究

生通讀經典的人屈指可數。我們有著五千年的文明，有著豐富

燦爛的文化，並因此被稱爲禮儀之邦，這本應成爲我們驕傲的文

化，卻被歸結爲導致貧窮落後的原因。２０ 世紀 ８０ 年代日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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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被一些學者歸結爲儒家文化的成功。這些

地區和國家的崛起是否與儒家文化有關係，我們不敢肯定，但至

少我們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並没有阻礙他們的成功。中國近幾

十年來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没有看到傳統文化在什

麽地方阻礙了經濟的發展。現在令我們擔憂的不是傳統文化阻

礙經濟發展，而是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感越來越弱。如果國人對

民族文化缺乏認同，就意味著他們在行爲上“去中國化”。食洋

不化的文化精英盲目崇信西方文化，對本土文化一概地加以排

斥，實際上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程度幾近於無。最近，不少大

家耳熟能詳的經典古詩文也悄然退出中小學教材，取而代之的

是流行歌曲的歌詞，大概教材的編纂者怕孩子們跟不上時代。

以流行數年之歌曲歌詞而戕害百年樹人之大計，其謬顯矣！與

此同時，西方的文化在不斷地滲透，孩子們都叫嚷著要吃肯德

基、麥當勞，而中國人開的餐廳也喜歡取個不倫不類、幾無理據

的洋名，因爲這樣能够吸引顧客。結婚不穿旗袍，穿婚紗，好像

不穿婚紗就不叫結婚似的。現在的中國人過情人節、耶誕節比

美國人還熱情，那個氣氛被渲染得讓老外恨不能來中國過節。

實際上，喜歡吃什麽、穿什麽，喜歡過什麽節，本無可厚非，但如

果執意地要這麽做，就不是吃什麽、穿什麽、過什麽節那麽簡單

了，而是一個價值取捨、文化認同的問題了，再往深裏説，就是民

族文化安全的問題了。

文化上的滲透改變的是我們的文化基因。顧炎武説：“有

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

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５６〕我們不

能在西方文化面前喪失民族意識和文化性格。對西方文化，我

們要學習，但不需要亦步亦趨。王陽明云：“抛卻自家無盡藏，

沿門托鉢效貧兒。”〔５７〕中國有比西方更加久遠的璀璨文明，有數

不盡的珍貴文化，我們的文化具有獨特的價值體系，這是我們的

資本，是我們的驕傲，也是我們能够爲世界做出貢獻的地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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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不僅僅指經濟與軍事上的强大，更指文化

上的强大，即具有國人廣泛認同且能够爲世界做出獨特貢獻的

文化。這就是常説的軟實力。在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時刻，我

們尤其要有危機意識、憂患意識，要清醒地看到我們所面臨的問

題。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 ２５６５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

話中指出：“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

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

不起來的。”〔５８〕“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

新。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

果丢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５９〕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

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中國傳統文化最獨特的部分也是經學。

經學就是傳統思想文化的靈魂。經學是匡正人心經世致用之

學，是我們中華民族得以綿延不斷的精神命脉。當然，重構多元

文化的經學回歸，不是簡單地尊孔讀經，而是闡發經典中藴藏著

的現代意義。聖人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聖人所言“人

能弘道”之意，就是經學的真正精神。闡發經學的時代精神，實

現經學與現代文化的相融共通，重構以傳統文化爲本的多元

文化。

　 　 （三）世界文明重組需要經學回歸

人類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險，日益先進的科技與日益膨脹

的貪欲日益緊密的結合，製造了無處不見的生態危機和戰爭危

機；無處不見的生態危機和戰爭危機，又引發無處不在的人類生

存危機。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慕尼黑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的烏爾里希·貝克教授深刻反思現代社會，提出“風險社會”、

“兩個現代化”等理論。英國著名社會學家斯特科·拉什在《風

險社會：邁向一種新型現代性》英文版的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中

指出：貝克以其獨特的視角、犀利的語言分析現代社會是一個

世界風險社會。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生産力的迅猛發展，現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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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追逐利潤與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爲第一目的，工業化催生

的現代化創造了巨大的物質文明，這個過程被稱作“第一現代

化”。這種輝煌以破壞生存环境爲代價。當這一階段積累的危

害達到臨界狀態時，人類就坐在自己一手堆起的“文明的火山”

上，迎來危機環伺的風險社會〔６０〕。

冷戰以後，東西方的衝突，不是意識形態的衝突，主要是不

同文化的衝突。西方文化长期處於强势地位，逐漸形成文化霸

權主義。然而，在新的世界力量格局重組中，我們要增强我們的

文化話語權。華夏傳統文化也曾經是强勢文化。經典和經學，

自漢唐到明清，一直保持著强勁的正輸出態勢，無論是輻射區域

還是影響力度，舉世矚目。經學的原典也是我們華夏文化的原

典，多産生於雅斯貝爾斯所説的“軸心時代”，因而也是世界文

化的原典之一部分。這些原典所闡述的思想、觀點和精神，都具

有世界性意義。

德國卡爾·西奥多·雅斯貝爾斯（Ｋａｒｌ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Ｊａｓｐｅｒｓ，

１８８３—１９６９）１９４９ 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提出：公元前

８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２００ 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 ６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３００

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

在北緯 ２５ 度至 ３５ 度間。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的重大突破時

期。在軸心時代裏，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

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

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他們提出的思想

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且

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

隔，但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人們開始用理

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同時也産生了宗教。對

原始文化超越和突破的不同類型決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國、

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那些没有實現超越的古文明，如巴比

倫文明、埃及文明，雖規模宏大，但都成了文化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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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貝爾斯特别熱愛中華文明。他在日内瓦演講《論歐洲

精神》時，一再强調：“中國對我幾乎成了第二家鄉，在這裏，我

仿佛就在家裏一樣。”所謂“在家裏”是一種情感表述，也是一種

哲學表述，意味著一種人性之中的“在家”，一種生命生存狀態

的“在家”。雅斯貝爾斯認爲孔子 “知其不可而爲之”的“道義

與政治倫理”，是在孜孜以求社會道德崩潰時代中的道德重建，

非常可貴。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１８８９—１９７５）的《歷史研究》在

比較了人類 ２１ 種比較成熟的文明後説：“人類已經掌握了可以

毁滅自己的高度技術文明手段，同時又處於極端對立的政治、意

識形態的營壘，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國文明的精髓———和諧。

中國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爲人類的主導，那麽整個人類的前途

是可悲的。”１９８８ 年在法國巴黎召開的“面向 ２１ 世紀首届諾貝

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新聞發佈會上，瑞典物理學家漢内斯·

阿爾文博士（因在等離子物理學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而獲 １９７０

年諾貝爾獎）在其演説中論述深思了數十年的結論：“人類要生

存下去，就必須回到 ２５ 個世紀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這一

結論被認爲是大會的 １６ 個共識之一。

經學的思維方式是“天人合一”，具體到實踐層面就是

“和”，主張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儒家認爲，人

之德承於天，天之性善，故人之性善。人性善，又有向外推的能

力，故能由己及人，再及於物，孟子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説：“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

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６１〕宋代的張載提

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意思是，人類與我是骨肉同

胞，萬物與我是同類。如果把天下人都看成是自己的骨肉同胞，

還會刀劍相向嗎？如果把萬物都看成是我們的同類，還會竭澤

而漁嗎？

歷史上，經學提供的社會理想、人生智慧和修身淑世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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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充滿思辨和哲理，深邃而寬廣，充滿不竭的

能量和强大的張力。經學的經典雖然獨一無二，但經學精神具

有世界性和現代性。在世界文明重組過程中，經典和經學所代

表的華夏古老文明具有不可替代性。世界文明的重組呼唤經典

和經學的必然回歸。

三、 經學回歸的條件與經典世界性、
現代性的生命張力

　 　 （一）經學的正名與經學回歸的制度保障

經學回歸首先必須爲經學正名。２０ 世紀中後期經學被定

性爲封建思想的代名詞，經學一直作爲各種政治運動和主流思

想的對立面受到批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經學即爲封建糟粕，

已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如何定位經學，成爲經學研究

的起點，並決定研究的方向。民國以來對經學的仇視，導致經學

失去了研究的合法性。面對當今的國學熱，學界首先必須消解

文化虚無主義，必須真正理解國學概念的内涵與外延，爲經學

“正名”。經學與國學不是一個同位概念，是上下位概念，經學

是下位概念，包含於國學之中，是國學的核心内容。國學熱不能

僅僅熱於那些物質的内容，更要熱於那些精神層面的内容。

經學的回歸還需要釐清經學的經典與經典的詮釋之間的異

同，切不可兩者混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經學經典的詮釋，各

個時代經學經典的詮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個時代統治階級的

思想和主流學術思想的影響。經典詮釋的思想不能等同經典的

思想，這個觀點大家都能接受，但是大家又往往把二者混同起

來。例如，亞聖孟子提出的“五倫”道德規範，與宋明經生的闡

釋不同，而人們又往往以古律今，把二者都視爲封建禮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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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要全面理解經典的内涵和經典闡釋的思想。例如儒家的

“三綱”既提倡臣、子、妻的“三從”，也强調君、父、夫的責任。我

們不能以爲經典的闡釋僅僅是“三從”，而没有闡釋君、父、夫的

責任。

經學的正名還必須釐清經學與當代各種人文社會科學門類

的關係。提倡經學回歸，不是用經學取代各種人文社會科學門

類，也不是回歸科舉背景下以培養政治人才爲單一目的的國家

教育，而是强調經學特殊的學科價值和不可替代的學科性質。

經學應該成爲學校課程設置中的一門課程，應該成爲國家頒佈

的學科目録中一個獨立的學科門類。當代學人應該在經學課程

研習中，體悟古賢的政治理想、哲學思考、經世之術、治學規範與

闡釋模式，這是經學回歸的制度保障，也是民族文化復興的核心

與關鍵。

　 　 （二）學校教育功能的辨正

《大學》開宗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然而，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是國家功利主義教育和個人

功利主義教育。不注重培養具有健全人格、健康心態的人，而注

重培養人的技能和智力，培養爲國家服務的機器，爲個人和家庭

稻粱謀的工具。

經之爲經的意義即在於教人立身行事。而經之成爲“學”

是漢代以後的事。因爲經學的産生，中華基本價值得以傳承不

絶。什麽是經學呢？焦循説：“經學者，以經文爲主，以百家子

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爲之輔，匯而通之，析而辨

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

經世之法。”〔６２〕焦循認爲經學包括兩方面的内容：一是“求其訓

故，核其制度”；二是“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

世之法”。經學包括學術層面的内容。時有古今，地分南北，經

學經籍的傳播由於時空等原因，後人難以讀懂，需要經師加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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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訓讀；而經書中涉及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名物制度，也需要對

之加以注解；經書中的微言大義，亦需經師作義理闡釋。此外，

關於經學學派、傳承、演變的研究等都屬於學術層面。經學也包

括信仰層面的内容。古代“經典”二字，不可以濫用。“經典”特

指聖人及聖賢集團所作的著述，是人們尊信奉行的人生箴言。

“經”有“常”的意義，是人類社會的常行之道；“經”也有“法”的

意義，人們通常説“大經大法”，即有必須遵照執行的意思。人

們通過對經典價值觀的自覺認同，來形成崇尚尊奉經典的社會

心理和實現社會自覺〔６３〕。

　 　 （三）經典世界性和現代性的生命張力

經學的經典具有永恒的生命力。經典的精神價值具有世界

性。經典的基本思想包涵著豐富而深刻的内容，是整個人類都

應該具有的思想品質。

２１ 世紀，中國經濟將創造奇迹，“中國精神”和“中國文化”

也將擔當起在後西方時代提升人類文明的偉大責任。中國並不

排斥西方，更不排斥西方文化，相反還要加大學習西方的力度，

吸收人類一切先進文明的成果，努力革除弊病，修正本身文化中

不符合現代化的因素，同時不斷闡釋和再闡釋經學的經典，不斷

發掘、研究和建構華夏文化中能够提升當代人類文明的重要因

數。一個文明高級階段的發展不是簡單的復古主義，更不是盲

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在一種人類文明更高階段結合現代因

素的文明復興運動。因此，華夏文化必定是要聯結現代性的因

素，才能在更高的階段更好地促進人類社會的世界大同。經學

中的“五倫”、“五常”等人倫準則，“德政”、“法治”、“君爲輕、民

爲貴”等政治理念，“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創新精神，“中

庸”、“孝道”、“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論，人與自然、社會

與生態和諧融洽的“天人合一”哲學觀，“協和萬邦”達至“大

同”的和平主義世界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偉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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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抱負，注定將影響整個世界，促進人類向更高層次的價值理性

方向發展。

經學的文化價值是“經世致用”。價值標準是其實用性，即

由文化學術價值向政治倫理價值的轉换。“經世”的内涵是“經

國濟世”，側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學用結合”，側重

“形而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

開太平。”張横渠四句教是古今學人的不懈追求，也是一切學術

研究的終極目標。

一個民族的歷史集體記憶，一種文明的文化遺傳基因，是一

個民族不滅的精神血脈。經學，曾經作爲中華民族最清晰的集

體記憶和最强勢的文化基因，在現當代不斷被消解直至衰亡，是

一個世紀的民族精神創傷。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首先是

一個民族精神的偉大復興。“中國夢”正在逐步實現，華夏民族

的復興正在進行時，經學的回歸也是歷史的必然。

（作者：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國際《尚書》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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