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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有什么用》

内容概要

读经？废经？
民族精魂？封建迷信？
复兴之路？亡国之途？
读经之争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议题。1934年《教育杂志》发函给学界专家，咨询对于学生
读经问题的看法，搜集到蔡元培、唐文治、钱基博、顾实、陈立夫、王新命、任鸿隽、陈望道、陶希
圣、翁文灏等人的意见书七十余篇，后于1935年编辑成专刊出版。专刊涵盖了当时教育文化界各派的
代表性意见，涉及各级学校是否应读经，如何安排课程，读哪些经，怎样读经以及经与中国历史、国
家前途、民族性格、儿童身心等等诸多方面，大多能开诚布公、平心静气。
此次出版，除了重新整理编排，校订文字，编制版式外，还增添了作者小传及多篇相关阅读材料，以
期供当下身处“国学热”中的各方人士参考借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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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　何炳松　　读经问题，在国内一般人看来，都早已不成问题。因
为一部分人以为经书是二千年前的旧书，到现在已用不着再读，读经就是开倒车，还成什么问题。同
时在另一部分人看来，经书是我国先哲的心传，不朽的杰作，值得我们多读，叫青年人人去读一点圣
经贤传，还成什么问题。读经一事，双方既都认为不成问题，各执一说，不肯相下，于是乃真成为一
个重要的问题。其实所谓读经，假使当做一种专门研究，让一班专家去下苦工夫，本不成问题。现在
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有人主张中小学生都应读经的这一点。　　本杂志既忝为全国教育专家的喉
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似乎不能不采用集思广益的方法，请求全国专家对于这个问题，分别发
表一点高见，使得本杂志的数万读者能够得着一种很可贵的参考，来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个问题。　　
本杂志编者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本无成见；而且凡是带有学术性质的杂志，除提倡学术研究外，根本
上本亦不应有成见。我们唯一的成见，就是从旁鼓吹学术的研究，以谋民族的复兴。至于应该研究什
么，那是要请求全国专家指导的。我们做编辑的人只能负一点“记室”的责任。而且本杂志并不是政
论性质的刊物，更不宜代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主张做一个宣传的机关。我们因怕有人误会我们的提出读
经问题的讨论就是等于读经的提倡，所以不能不先行声明一下。　　现代我国所以有提倡读经的运动
，当然有相当的原因，就是源于现代我国思想的混乱和国难的严重。关于思想混乱的情形，编者以为
最近张岳军先生在武昌亲向编者所说的一段话最是透辟。张先生说：　　照我的观察，中国人的思想
，几千年来，都是在儒家的势力支配之下。原来自从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以后，我国思想
就已定于一尊。虽则从历史上看来，儒家本身从很早的时候就已有了派别：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便显然
不同；汉儒重训诂，宋儒明义理，其方法亦大异。宋儒中间又有朱陆异同，明代王学又与朱学异趣。
有清一代，康、雍、乾三代都竭力表章宋学，而学者却趋重汉学，同属儒家，已不一致。然于儒家思
想支配人心一点，毫无妨碍；或者可说正因有这些不同的争辩，反使儒家思想更能深入人心。至于汉
初的黄老之学，迄魏晋而未衰；六朝隋唐，佛学极盛，皆是与儒家分庭抗礼。然而整个社会还是有形
无形的受着儒家思想的支配。所以我们可以断言，那时中国是有一种中心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　
　自从海禁大开，和西洋思想接触以来，这个中心思想便渐渐被　　摇动了。甚至保守色彩极浓的张
之洞也不能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妥协调停。直到民八，有一个新文化运动起来。这个运
动在破坏方面确奏大功，而在建设方面却是毫无成绩。固有的中心思想是被摧毁了，而新的中心思想
却未曾建立起来。弄得大家都彷徨歧路。同时外来的思想又是很混乱的冲了进来，左边从布尔雪维克
起，右边到法西斯止，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同时大家又不肯埋头的去下一番研究的工夫。于是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益发教人茫然无所适从了。我国现代青年的烦闷，就是这样形成。　　编
者以为张先生这一番谈话非常扼要，所以把它引用于此。同时我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又受了一
个重大的打击。民族生命几有朝不保夕之势。悲观的人甚至发出“中国必亡”的论调。于是有一部分
忧国的人以为我们要挽救国运，纠正思想，只有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而读经就成为恢复自信心的一种
方法。　　但是提倡读经是否就是挽救国运和纠正思想的正当方法呢？这确是一个问题，值得大家讨
论。我们以为无论任何问题，若是主张的尽管主张，反对的尽管反对，决得不到相当的结论。若果双
方能够开诚相见，互相辩论，使双方的理由得以和天下人共见，那么明眼的读者一定可以得到一种很
好的参考，来决定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是本杂志出版这个专号的初意。　　我们现在很荣幸
能够得到国内各方面七十多位专家的指教，承他们在百忙之中，把他们的高见写出来寄给我们，贡献
给本杂志的读者。同时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仍旧可以看到一个相同的目标，就是“复兴民族”
。我们的愚见以为国民的思想，如果大体上能够一致，那是再好没有；否则只要目标不错，以中国之
大，亦正不妨殊途而同归。我们在现代似乎不宜再和从前一样，还要闹“门户之见”。这是编者个人
一点小感想，不知诸位专家和读者以为怎样？我们为便利读者起见，仍将各位专家的意见先加分析，
再加综合；由极端的赞成起到极端的反对止，中间还有许多程度不等的意见，都先行依次略述一下。
所有原文亦就照这个次序排列。不过我们在前面曾说，读经问题根本上以中小学生应否亦要读经为焦
点，所以我们编制各位专家的意见时，就以他们对于中小学生应否读经的意见做我们分类的标准。　
　本杂志此次征求意见的信，发出一百余封，得到文字约七十篇。虽非洋洋大观，亦可谓应有尽有。
我们就大体看来，在这许多意见当中，我们或者可以归纳成下面这几句概括的话：就是若是把读经当
做一种专家的研究，人人都可赞成；若是把读经当做中小学校中必修的科目，那么大多数人都以为不
必。现在我们就根据中小学校中应否读经这一点，把这七十余位的意见分析一下，结果得到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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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一）绝对的赞成者；　　（二）相对的赞成者，同时亦可称为相对的反对者；　　（三
）绝对的反对者。　　在这三类意见当中，绝对的赞成者和绝对的反对者，双方人数都不过十余人，
其余都可归入相对的赞成或反对的一类中去。同时相对的一类的意见又有程度的不同：有的主张小学
起，就可酌量读经；有的主张中学起；有的主张大学起；有的主张凡学校中的青年都不宜读，应让专
家去研究。　　（一）在绝对赞成读经者当中，无锡的唐文治先生，安徽大学的姚永朴和陈朝爵两位
先生，中山大学的古直、曾运乾、陈鼎忠、方孝岳等四位先生，正风文学院的王节先生等，都各提出
我国国民应该读经的一般理由。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先生、岭南大学杨寿昌先生、湖南长沙的忆钦先
生、中山大学的雷通群先生、光华大学的钱基博先生、江苏教育学院的顾实先生、交通大学的郑师许
先生、上海的江亢虎先生等，都于主张读经以外，并提出课程分配、怎样读法和读什么经等项具体的
意见。　　（二）在相对的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中，北平师大的李蒸先生和北平的任鸿隽先生、南京的
陈立夫先生以为在中小学中把一部分精华编为教材，亦未始不可。南京的郑鹤声先生和朱君毅先生，
则以为初小不宜读，高小以上都不妨选读。这几位的意见可说是“相对论”中程度较高的一级。其次
一类的相对意见，就是大学中不妨当做一种专门研究，中学中不妨选读几篇，小学读经却是有害无益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北平研究院的李书华先生，上海的胡朴安、王新命、何清儒、杨卫玉
、陈鹤琴、李权时等六位先生，金陵女子文学院的缪镇藩先生，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先生，南昌中学
校长吴自强先生，中山大学的崔载阳先生等都抱这种意见。这是“相对论”中的第二级。　　再次一
类的意见，以为初中以下都不宜读经，至少应从高中起。上海中学校长郑西谷、浙江大学的黄翼和复
旦大学的章益等三位先生就是这样主张。这可说是“相对论”中的第三级。　　再次一类的意见，以
为经书固不妨自由研究，但不宜叫中学以下的学生去读。武汉大学的范寿康先生，安徽大学的谢循初
先生，中山大学的陈钟凡先生，中央大学的赵廷为先生，江苏教育学院的陈礼江、方天游、朱秉国等
三位先生，交通大学的陈柱尊先生，暨南大学的陈高慵先生，《文学》主编傅东华先生，都是如此主
张。这可说是“相对论”中的第四级。再次一类的意见，以为经学非无研究的价值，不过应让专家去
埋头研究，不应叫青年人都走到故纸堆里去讨生活。厦门大学的杜佐周先生、勷憨大学高觉敷先生、
湖北教育学院院长姜琦先生、江西教育厅长程时煃先生、江苏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先生、南京中央图
书馆馆长蒋复璁先生、日本研究会的刘百闵先生、教育部的吴研因先生、中央大学的倪尘因先生、上
海《太白》主编陈望道先生、复旦大学的谢六逸和孙寒冰两位先生、沪江大学的王治心先生、中华职
教社的江问渔先生、日本留学生监督周宪文先生都可归入这“相对论”的第五级。　　（三）在绝对
反对的意见中，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北京大学的尚仲衣、王西徵和陶希圣等三位先生，
武汉大学的刘南陔先生，勷憨大学的林砺儒先生，厦门大学的吴家镇先生，安徽大学的周予同先生，
上海的柳亚子先生，暨南大学的曾作忠先生，都是旗帜非常鲜明。上海辛垦书店总编辑叶青先生讨论
读经问题，比较最为详尽，所以我们把他的意见当作殿军，以便读者的参考。同时我们承武昌中华大
学中国文学系同人给我们一封信，把他们各种主张告诉我们，我们亦很感佩。因为不能归入某一类，
所以一并附在后面。　　最后我们还得声明，我们所分的三类，尤其是“相对论”中的等级，不一定
无误。例如任鸿隽先生的意见本是根本反对读经的，几乎可以归入“相对论”的第五级，但因为他说
中小学中不妨选读一些经书，我们就把他归入第一级。同时朱君毅先生的意见本是根本赞成读经的，
原可归入绝对论的一类，但因他主张初小不宜读经，所以我们把他归入“相对论”的第一级。这不过
一例，其余同样情形一定很多，我们唯有盼望读者自己去把各位的原文去细嚼一下。至于我们分类的
标准，我们亦曾说过，原以各级学校中应否读经的一点为中心，这原是本问题的焦点。不过因此或不
免有合本逐末之感，失掉诸位专家的初意，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还望各位专家和读者原谅。　　还有
一点，我们这次所收到的意见中，大体都是一种平心静气的讨论，没有一个说盛气凌人的感情话，这
是一件很可喜庆的事。我们常常觉得从前南宋诸贤那副“逼人太甚”的面孔，在现在似乎已不需要的
了。编者在此特提一下，表示我们对各位专家钦佩和感激的微意。　　读经当提倡久矣！吾国经书，
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　
　唐文治先生的意见　　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尔典与吾华博士严幼陵相友善，严尝以中
国危亡为虑，朱日：中国决不至亡。严询其故，朱日：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
基隆扃固，岂有灭亡之理？余谓朱说良然。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
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顾读经所以无统系者，一程度浅深，极难支配；
二难得通达之教师；三难得显明易解之善本。以上三端，以得善本为尤要。盖既得善本，教师即可循
是以讲授，主持教育者，即可循是以核定功课。譬诸行路然，可按图而计程矣！今拟自初级小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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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大学文科研究院，按照各经浅深缓急，分年支配，规定课本，附以说明，若能切实讲贯，尚不甚
难。惟更有进者，读经责乎致用，而致用之方，必归于躬行实践。故凡讲经者必须令学生——反诸于
身，验诸于心，养成高尚人格，庶可造就其德性才能，俾脑经清晰，气质温良，学道爱人，方有实用
。若徒矜考据，骛训诂，自命奥博，浮泛不切，或好立新义，乱名改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至
于实事求是之法，尤责有恒。若试行一二年后，动辄更张，学生耳目淆杂，无所适从，亦决无成效也
。　　爰述管见，先定统系，再于说明中列方法如下：　　（一）初级小学三年级应读《孝经》　　
说明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谓《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云云。诚以《孝经》教爱
敬之原，立养正之本也。今考其书，共一千九百零二字，当于初级小学三年级起读之，分两学期，预
期熟诵。（经文及注语精要者概须熟读，以下各经皆然。）是书唐明皇注本，无甚精义，明黄石斋先
生《孝经集传》，又嫌太深，鄙人所编《孝经大义》，亦嫌略深，惟须善讲者譬况使浅，引证故事，
开导学生良知良能，是为立德立品第一步根柢。　　（二）高级小学三学年应读《大学》及上半部《
论语》　　说明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谓中国最有系统政治哲学，如《大学》所说格致修齐治平，自
内达外，推及于平天下，此等理论，外国哲学家所不能道云云。盖《大学》广大精微，脍炙人口久矣
！至于《论语》一书，言学言仁言政，言孝弟忠信，言礼义廉耻，莫非修己治人之要。今考《大学》
共一千七百四十九字，《论语》自《学而篇》至《乡党篇》共六千八百九十三字，于高级小学三年中
支配之，可以一律熟诵。《大学》以朱子《章句》为主，明王阳明先生复古本，实与《礼记注疏》本
同，鄙人所编《大学大义》，兼采郑朱二家注，亦可作课本。《论语》以朱子《集注》为主，鄙人所
编《论语大义》，贯串义理，亦可作课本，或疑《大学》、《论语》皆政教合一之书，初学读之，似
嫌蹿等，此说诚然，但须知童年知识初开，正当以此等格言，俾之印入脑经，养成德性，若教师虑其
沉闷，可略举史事以证之，自能引起趣味矣。　　（三）初级中学三学年应读下半部《论语》及《诗
经》选本　　说明白《先进篇》起至《尧日篇》止，计共八千九百八十六字，定二学年必可毕业。或
疑下半部《论语》有后人伪托之处，非也，鄙人尝编《论语外篇》已详论之矣！《诗经》温柔敦厚，
足以涵养性情，考见政治风俗，且有韵之文，易于诵读，当以朱子《诗集传》为主，但恐一年尚不能
卒读。鄙人尝编《诗经大义》，共分八类：日论理学、性情学、政治学、社会学、农事学、军事学、
义理学、修辞学，共选诗九十余篇，每篇均有注释并诗序诗旨，可作课本。　　（四）高级中学三学
年应读《孟子》及《左传》选本　　说明《孟子》一书尊重民权，民贵君轻，用人取合，壹顺民之好
恶，惟其严公私义利之辨，故其政见精覈若此。他如孝弟人伦之本，出处取与之经，察识扩充之义，
辟邪崇正之道，与夫不嗜杀诸学说，皆足为今世良药。其书共三万六千五百八十九字，当以朱子《集
注》为主，附以鄙人所编《孟子大义》，于两年中支配之。至《左传》为礼教大宗，旁逮外交等学，
无所不备，惟卷帙繁多，短期中难以卒读。鄙人有《左传》选本共分八类：日礼教类、政治类、国际
类、兵事类、讽谏类、文辞类、纪事类、小品类，可作课本，于一年内支配之，注解以杜、林合注为
善。　　（五）专科以上各大学及研究院应治专经之学　　说明凡通经宜就陛之所近，专治一经，精
通之后，再治他经，循序渐进，不能拘定年限，务宜研究微言大义，与涉猎章句者不同，其尤要者，
实施之于政治，推广文化，改良人心风俗，如《礼记·经解》篇所谓絮静精微为《易》教，疏通知远
为《书》教，恭俭庄敬为《礼》教诸端，纂言钩玄，确得要领。他如《大戴礼记》、《国语》二书，
并宜精究。鄙人所编《十三经提纲》、《周易消息大义》、《尚书大义》、《洪范大义》、《礼记大
义》、《中庸大义》各书，均可藉以入门，此外博考群籍，如《十三经注疏》、《古经解》、《小学
汇函》、《通志堂经解》、《七经精义》、《皇清经解正续编》及诸大儒经说，均宜分门参考。总之
不尚新奇，不务隐僻，庶学有实用，蔚成通才矣！　　以上所述，是否有当，未敢自信，兹事体大，
宜集思广益，请中央政府并教育部采择施行，鄙人默察近来世变，人心日尚欺诈，杀机循环不穷，倘
不本孔孟正道以挽回之，窃恐世界剖运，靡所底止。深望海内贤豪，相与讲道论德，以期经明行修，
正人心以拯民命，救中国以救世界。此鄙人馨香以祝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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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有什么用》

精彩短评

1、书序很有价值。
2、各种观点大杂烩
3、此一时，彼一时。
4、有时代的参考意义，不过每篇文章似乎都大同小异，未免有骗钱之嫌。似乎看过了摘录了目录，
这本书就扔到一边了···
5、主张读经者，率多陋见，思路不清，而主张不读经者反是。
6、提倡读经有用的讲不出读经的训练路径和特别用处，高喊读经无用的只是用西方的一套攻击这种
教育之迂腐而已，也不足以深究。真是乌龟笑王八。
7、以前在書店看到過翻了一遍，但是沒有仔細閱讀，只是摘錄一些支持讀經的言論，立場很好，但
是內容並不具有什麽撼動性。以後也許會再買來讀讀看。
8、只看目录就好
9、我国近代关于经学或经典教育主题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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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有什么用》

精彩书评

1、郑师许先生的意见是压轴之文，比其他先生的都好一些，符合当下的情况，与历史合拍，也许可
以当做现代经学的导论。郑先生对经的本质、本义、意义、方法、趋势都有较好的意见，现代我们对
待经（包括经史子）基本就是对待学术资料的态度，郑先生文末说的国学特设班，现在有些大学也有
了。
2、12年夏天在图书馆看见柳亚子先生的意见，真是惊世骇俗——时代已是一九三五年，而中国人还在
提倡读经，是不是神经病！这本书中有当时的学术红人，也有些是给杂志投稿的热心文化人，时至今
日在历史上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而他们对于热点问题洋洋洒洒的文章却是工整漂亮，文言的魅力让
人即刻联想现在微博上骂骂咧咧的讨论方式。有关复兴是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在西学东渐，西方教育模
式涌入中国之时，国人就开始掀起一个狂潮。而今是退步还进步了，我们从不同角度可有不同看法。
历史是在演绎一个大循环。而今国学热，从这资料书中可见端倪，甚至种种观点论证大同小异。要问
今天复兴国学，教育中加入传统文化元素利弊，不妨从此书借古喻今。
3、应该有的态度不是功利性的，不是有用没用。这样的话我们正的能静下心来读吗？孟子说过“何
必曰利⋯⋯”今天的我们又为何要苦苦纠缠于有用无用呢？岁读这本书，但我认为这不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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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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