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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新论》

内容概要

《国学新论》内容简介：“以对中国当代问题的阐释为最终目标，谋求为打通中外古今学术分野而努
力”，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社会科学战线》作为国内重要的综合性社会
科学学术期刊，一直关注中国文化问题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哲学、“新国学研究”、学术名家等栏
目中，刊发了一大批相关文章，分别对“新国学”问题、国学的现代解读问题、国学与当代中国问题
、中西文化会通问题进行阐发和思考。有的视野宏阔，从学科的角度对“国学”进行新的界定，对现
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发展进行深入思考；有的则从细微处着手，以全新的视角挖掘“感悟”、“
意境”、“六和思维”、“三才主义”、“天人合一”等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当代和世界意义
；有的从反思的角度打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壁垒；有的则从中西文化的同与不同中寻找融汇中西文化
的关键点。编者从中精选29篇，结集为《国学新论》，为学界提供一个当代学者关于中华文化深度思
考的学术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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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新论》

作者简介

邴正，1957年生，吉林长春人。现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吉林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吉林省政府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
社会学会副会长、吉林省社会学会会长等职。长期从事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研究，曾出版《追寻自
由》、《当代人与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等学术著作20多部，在《哲学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新华文摘》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0多篇，先后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育部跨世
纪人才、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省高级专家、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
十佳理论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Page 3



《国学新论》

书籍目录

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化时代  ——《国学新论》序  新国学研究  “新国学”论纲  感悟通论  释“意境” 
  ——中国诗学的生命境界论  “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  20世纪文化论争遗留的几个问题国学的现代
解读  中国传统宗教与传统道德的历史关联  论儒、道、佛三教人生哲学的异同与互补  国学的新理解    
——易、儒、禅、道的三句真言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中国文化思想——“三才主义”    六合思维与
天地境界    ——中国叙事的大文化模式国学与当代中国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问题的研
究  中国现代化挑战儒学现代化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  孔子的“三忘”精神及其现代意
义  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若干问题  文化的发展与民族振兴  儒学当代发展与创新的可能形态
   ——民主仁学的再审思  生活儒学的新路向  论“穿越群体的个体”    从中国生态文化中汲取什么中西
文化会通  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    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迁移  尚和与尚争：中西传统
文化主导价值歧异和现代交融趋势  自由理念与儒学的冲突和会通  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析  
中西文化传统和信仰  中学、西学与近代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国际视野之建构    ——以《新青年
》为观察点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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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新论》

章节摘录

　　新国学研究　　“新国学”论纲　　一　　“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
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
。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
状而对之作出的新的定义。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为了将中国学术同西方学术区别开来而产
生的一个学术概念。早在晚清，就有知识分子开始使用“中学”和“西学”，但那时的“中学”，主
要意指由宋明理学家系统化和条理化了的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西学”则主要意指当时中国
知识分子更加重视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的基础上，晚清知识分子将“中学
”概括为“道”，而将“西学”概括为“器”，被后来人称为“复古派”的官僚知识分子坚持的是重
“道”轻“器”的文化观念，并以这样的观念拒绝和排斥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成果，而被后来人称为
“洋务派”的官僚知识分子则在强调“器”的作用的前提下主张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用西方现
代科学技术的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以说，正是“中学”、“西学”这两个概念的划分，
将中国的学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看到，直至现在，代替“中学”这个概念的“
中国文化”和代替“西学”这个概念的“西方文化”，仍然是中国学术的两个关键词，构成了中国现
代学术的基础构架。我们学术上的几乎所有重大分歧，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归结到“中国文化”
和“西方文化”及其关系的问题上来，并且一旦回到这个基本问题上，彼此的对话就中止了，就没有
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了。我认为，我们现当代学术研究所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从那时就已经形成的这
个基础的学术构架有关。学术研究的大忌就在于基础概念的模糊，而这两个基础概念本身就是极为模
糊的。它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方式，这各种不同的定义方式又是建立在各不相同的感受和理解的
基础之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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