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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宗师钱穆》

内容概要

这部传记以钱穆的生平阅历为主线，将其思想、学术、人格、才情融入其中，力求全方位、多层面地
展现这位来自乡村，完全靠自学成才，成为大学名教授，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
如果由此感触到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钱穆，感触到他那颗永不停息地为祖国文化招魂呐喊的赤子
之心，那也就引以为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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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宗师钱穆》

书籍目录

引言  大气磅礴的国学宗师第一章  七房桥的世界第二章  仅接受的中小学教育第三章  从小学教师到中
学教师第四章  从燕京到北大第五章  北平八年师与友第六章  西南联大铸辉煌第七章  入蜀后的文化沉
思第八章  退居边缘第九章  香江兴学第十章  与新儒家的交往第十一章  晚年的学术新生命第十二章  最
后的彻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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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宗师钱穆》

编辑推荐

钱穆从江南乡村走来，靠自学成为二十世纪少有的一位国学通儒。他先任教于乡村小学，后享誉最高
学府，终创办著名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集传统国学于一身，毕生弘扬中国文
化，堪称史学界高举现代新儒家旗帜，维护中华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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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宗师钱穆》

精彩短评

1、78
2、质量挺好，就是开本有点儿大，带着不方便。
3、这本书很不错，对于国学宗师钱穆有爱好研究的同仁可以参考此本，最为全面。
4、这是一本挺不错的书，一句话：值得一看
5、了解大师的学术人生
6、细细阅读，看了几遍，颇有感触。无论是对于大师还是传统文化，似乎都增长了一点点认识。
7、翔实可靠
8、今時今日，賓四先生理應當彰！
9、钱穆的学术历程!属于浓缩型的那种,感觉还可以!
10、好书，很有感触
11、文笔不算好，拖沓重复处过多，扣一星，但钱先生的人生主线还是说清楚了～
12、看完这本书和李敖先生在凤凰卫视做的一期关于钱的节目，对钱宾四先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评
价，但其在史学以及教育方面的贡献还是不可抹杀的。
13、资料比较翔实
14、乱世飘零一书生
15、资料比较翔实,可读性强,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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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宗师钱穆》

精彩书评

1、懵懂之际，一直以为西方才有文化研究的大师，毕竟“文化”一词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但看过
《中国文化导论》的前言，一下子发现中国也有大师。文化、文明是什么，开宗明义的说明了；文化
是怎么来的，简明扼要的说明了，真有茅塞顿开之感。在此基础上，我顺着两条路看文化进去。一条
是商界的路子，去查验“企业文化”发端、发展、现状的情况。另一条是深入文化领域，从历史、文
化评论中寻找文化的含义。在我看来，“企业文化”不过是“文化”在企业中的表现与生发。其实“
企业文化”尽管被大家一通热炒，尤其是世纪之交（由《基业长青》、《从优秀到卓越》两书推动）
达到高峰。但真正的著作并不多，很快就可以遍览。渗入到“文化”领域去探寻“文化”，受大家对
“文化”内涵与外延的不统一，实际上很快就发现自己走进了海洋、丛林，周围都是一样的情势，我
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不得已的办法就是跟风，世纪出版集团的书，人大社的朗朗书房系列、广西
师大贝贝特的一系列新书，统统拿来读，竟也在纷繁的书目中找出了一定的联系，有了一点认识，这
点顿悟是在2006年秋季获得的。这种宁可庞杂，不愿偏听的读书方法之所以要说出来，最主要的目的
是向钱穆先生致敬。她老人家当年以中学学历，读书专心，勤思不辍，硬是靠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成为
一代宗师。我等资质更差，处境更为艰难，读书亦不专心，周遭的提点更是有限（乃至误导——比如
过于推崇鲁迅导致的恶果，见本人的另一篇博客http://xiongjiujiu.blog.sohu.com/19719958.html），哪里
找寻我们的进步？难啊！钱穆先生的传记看过不及一半，这是第一点感想。另一点感想是，哪里去找
当年的读书、思想氛围？钱穆先生生于国难当头之际，民族精神尤勇之际，人人积极奔走，思想自由
表达，一时培养了多少学问名家，纵然国力不济，民族自信心受损，但整个国家的思想却进入前所未
有的活跃、繁荣阶段。诚如《传统与对外关系》中所言，经济长期保持繁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
此精神的传承更为重要。今天，中国经济走在勃勃生机之中，但我们的思想、精神传承真的是断腿，
乃至是缺腿——看看我们的发展目标、方式的表达上的被动——从“和平崛起”到”和谐社会“等等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窘状。89以来，整个知识界好像泥牛入了经济的大海一样，再也难有引领和风头
。没有同步的发展，思想一定会拖了经济的腿。多年的追赶，我们似乎看到了追赶的尽头，但在尽头
，我们遇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成了失去传统的孩子，成了迷途的羔羊，这种有力使不出的境地，我觉
得是发展方式偏废的结果。看看我们纯粹做学问的人还有几个？真正有见地的学问家有几人。一方面
我们在狠抓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我们在不断的喟叹：为什么诺奖到不了国人的头上，我们难道
不能将二者联系一下吗？恶补？我不乐观。我们的传统已经有了两代人的断层，再往前看，五四以来
我们的传统根脉已经岌岌可危了，事实上除了像钱穆先生这样坚守的人以外，很少有人能完整的叙述
我们的传统了。这就是于丹《论语心得》一类图书走红的原因所在。下午收到同事的请柬，赫然写着
”小孩满月“的宴请理由，你觉得我们的希望大吗？即使是有希望，我们还有时间真正做点事情吗？
我们每天很累，请问，我们在忙什么？是研习传统吗？因为如此，更觉得钱穆先生的高贵与伟大。说
明一下，评价中的“还行”主要是一种对文风的不适应。对钱先生的引文都是文言文的，加上后现代
的表述词语和方式，总觉得勉强可以接受。仅此而已。
2、2010.11.16陈先生赠书。今年6月读此书，与此同时，还读了一本《李济传》和《王国维传》。李济
传用的史料很翔实，所谓口述史是也。王国维传，似不大敢恭维其笔法。此书有述有论，居二书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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