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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溯源 “国学 ” 的历时性内涵及反思其兴衰的时代背景, 具有总结文化历史 、着

眼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 《城市国学讲坛 (第二辑 ) 》 对国学内涵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 将

国学教育纳入到现代化的语境中, 探索出了一条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并行不悖的教育方式;

同时, 基于对国学教育规律的把握, 该著以国学的现代化进程为观照, 主张打破学科 、 专业

的限制, 推进国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互相促进 、双向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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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tracingthediachronicalconnotationof“ClassicalChineseStudies” (CCS) andreflectingonthetimeback-

groundofitsupsanddowns, thegreatvalueofsummarizingculturalhistory, andfacilitatingsocialdevelopmentisthusachieved.

CityForumofClasscialChineseStudies(Vol.2) , basedonacompleteexplanationofCCS' connotation, bringsCCSintoacontext

ofmodernization, andexploresaneducationalapproachencompassingbothvocationaleducationandhumanitieseducation.Mean-

while, basedontheprinciplesofCCSeducation, thisworktakesthemodernizationprocessofCCSasareference, andproposesto

transcendtherestraintsofdisciplineandprogram, andpromotethemutualadvancementandbilateralcompatibilitybetweenCCSed-

ucationandvocation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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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的逐渐深入,文化热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兴盛起来,

人们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时,几乎一边倒式地否定 、批判传统文化 (即今日

之 “国学 ” ) 。与此同时, 西方的思想文化 、理论著

作不断地被翻译 、介绍进国内,更是对人们的思想

观念 、思维方式等都形成强烈冲击 。这些舶来的

理论和方法对于开拓当代学者的思想具有不可低

估的重要作用: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引进为我们

剥离意识形态的束缚 、重新回归思想文化本体提

供了契机,多样性的思维范式 、文化理念对研究者

选择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和形成自己擅长的研究

领域形成了某种参照体系, 而最为深远的影响也

许还在于西方思想文化理论启迪了众多民众的自

由观念 、激活了久被抑制的思想活力 。但是, 我们

同样应该看到, 受西方思想文化理论影响而发展

起来的文化研究者和普通民众, 也不可避免地在

其身上体现出某种时代的局限性:一方面, 西方思

想文化理论的引入, 在突出了思想文化研究的科

学性 、形式性的同时, 也带了技术理性至上 、生命

体验缺失的弊病。在如今众多西化的学术论著

中,我们已经很难发现独具民族风味的思维方式

与生命体验, 很多论著几乎成为西方思想理论的

堆砌 、搬用甚至是套用, 中国的思想文化研究成为

舶来理论的演练场 。另一方面, 伴随西方思想文

化理论的输入, 思想界和文化研究界里的西学的

追随者必然大量出现, 学习 、借鉴乃至惟西学马首

是瞻的思想和论著已经涌现 。虽然一些学者已经

提出重新整理本土思想文化理论, 希望与西方进

行文化对话,但就实绩而言并不令人乐观, 长此以

往必然形成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喧闹与本土文化

理论的寂寞这样剧烈的反差;而更微妙却深远的

影响则在于, 西学的甚嚣尘上反衬的是中国民族

文化自信力的衰颓和民族根基的阙如以及民族虚

无感的抬头。这种比附西方历史阶段 、思维方式

和文化观念的现状, 已与中国本土的发展历史 、精

神资源产生了严重的错位, 有意或无意借鉴乃至

套用西方经验成为中国文化 “现代性 ”追求中难以

避免的陷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在西方观念

的转换过程中被忽略 、稀释了,从而给民主文化传

播 、研究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即便如此,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再来回顾

国学的传播 、发展和研究之路,我们仍然欣慰地看

到国学发展的现状较之以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在思想不断宽松的环境下, 我们的国学研究

和传播出现了可喜局面, 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不断

扩展 、研究方法日益更新, 传播途径也多元化 。在

这些弘扬国学的方式中, 学校教育无疑是其中极

其重要的环节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秉持 “质量立

校 、人才强校 、文化塑校 、特色兴校 ”的使命, 独创

了融国学教育于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 在突出能

力本位 、就业导向的职业特色的同时不断强化学

生的人文素质, 从而弥补了国内高等院校注重知

识灌输忽视人文精神的沉疴。新近在由李训贵 、

宋婕主编的 《城市国学讲坛 (第二辑 ) 》中,主编者

将其文化触点延伸至国学的现代整理与实际对接

中来 。这部著作以国学的现代价值为基点, 对中

国国学的产生与时代精神 、国学文化与中国现代

化及民族精神 、读经与构建和谐社会 、国学与哲学

修养 、文史知识等方面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展现了

国学文化与当代社会衔接和对译的可能途径, 为

国学研究与传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和经验 。

编者怀着对国学的热爱与熟稔, 试图寻找贯穿古

今文化的内在规律, 在一片喧嚣哄闹声中默默地

探索着国学教育的现代方式与可能途径。

《城市国学讲坛 (第二辑 ) 》一书的特色首先体

现在融古汇今学术原则的运用和大文化的视野 。

该书以国学为关照点, 综合运用了民族学 、哲学 、

文化学 、文学 、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 不

仅完善着 《城市国学讲坛》系列著作中对贯通中国

古今文化体系的自觉追求, 而且还扩展至国学的

现代转化与对接领域, 以此来表达着对 “自身文化

血脉及其蕴含的根源性智慧的真诚体认 ”
[ 1]
。 《城

市国学讲坛 (第二辑 ) 》收录了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近年来举办的一系列国学讲座的讲座稿, 对逐渐

成为热点的国学问题作出了明晰的学术梳理, 从

国学文化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关系的思考

到读经与和谐社会建构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儒家

民本思想的再审视到佛教对人生痛苦的透视及其

解决的心理过程等等,兼容并包, 由此构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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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融自通的国学系统。李宗桂先生通过对国学的

内涵 、内容 、范围等进行立体式的扫描, 阐释了国

学的基本内涵:从第一个层面来看, “`国学 '这个

词早在 2000多年前的 《周礼 》里面就已经有了 ”,

“ 《周礼 》里面的 国̀学 '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 。这

种含义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乃至 1911年辛亥革命

推翻清朝 、结束封建王朝前, 基本上是没变的”
[ 2]
;

而到了 “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的国学已经与中国古

代的国学不一样了。当时,国家的学问 、本国的学

术就叫国学 ”
[ 2] 4
;而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之后, 国

学则演变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我们讲的国学,

是讲经典意义 、文献意义上的,是已经经过千百年

历史的淘洗而逐渐形成的 、经过历史检验的 、共同

认知的 、代表民族文化主流的一些典籍, 以及这些

典籍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特质。这些经

典就是国学的主要内容。”
[ 2] 12

在此基础上,该书通过对国学内容的整理 、发

展的演变 、精神旨趣的厘定, 从观念 、材料 、视野 、

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国学的现代阐释与转接 。在以

往,已有一些研究者也涉及到了国学与现代教育 、

民族文化的对接工作, 但要么以西方文化的体系

来观照传统文论, 或者在传统文论中找到与之对

应的术语 、材料, 这两种方法看似不同, 实则均是

以西方文化为本位, 而忽视了对中国本土文化资

源的发掘和整理 。即便一些学者在国学术语上作

了一些整理,也仍然停留在局部层面, 而难以建立

起一整套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的有效平台 。该书

对国学的推崇和对中国文化原创性的强调, 必然

要求祛除西方话语的强权 、弥合东西文化造成的

断裂。在《读经与构建和谐社会 》一节中,郭齐家

先生在对现代生活的趋同化保持警惕的同时, 敏

锐地发现了当前文化中隐藏着的文化认同危机:

“所谓文化认同危机, 就是由于不再真正了解自己

的传统 、不再真正为自己的民族性感到自豪 、不再

真正信仰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或基本价值观, 而

导致不知道我是谁;或者不清楚自己的长处或问

题;或者由于见惯了各种跨国公司或用熟了各种

进口产品,觉得自己有了多种身份或跨国意识, 于

是会觉得新旧之间 、你我之间 、地域和族群 、国家

和跨国的都在变化不定, 因此不必在乎。这就有

可能形成一种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社会群

体和思想力量 。”
[ 3]
在此基础上,作者主张通过读

经的途径强化国民的精神凝聚力:“全民读经, 尤

其是青少年儿童读经, 这是文化经典的教育和训

练, 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 、从潜在走向

现实 、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是培育 、生成 、壮

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
[ 3] 60

从这个角度出发, 该书将国学历史的勾勒和驱除

西化的旨趣自然地整合起来, 传达了以植根民族

传统 、融汇中西的文化眼界,书写当代中国文化历

史的意图 。作者在书中所倡导的融汇中西的感悟

思维方式, 是一种综合吸收了国学文化与西方文

明的文化新质, 以此来驱除为习惯认知所笼罩的

文化碎片,重新认识已渐扭曲的国学面目, 通过再

现时代语境中的文化生态, 揭示谬误产生和长期

盘亘的文化 、心理 、政治 、风俗等复杂原因。以国

学作为基点, 贯穿古今, 融汇中西, 借此重回历史

现场与文化状态, 无疑为我们理解已经远去的国

学背影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介入视角和思考触点 。

其次, 《城市国学讲坛 (第二辑 ) 》一书的特点

还体现在阐释国学 、弘扬民族文化时对诸学科知

识的巧妙运用和匠心独运的发现。通过对国学景

点和文化现象的重新解读, 推陈出新, 在观察 、分

析 、对比 、反思 、颠覆 、重构上一气呵成, 考辨文化

史上某些重要的著作和思想, 以期无限接近昔日

的国学生态和思想结构, 是 《城市国学讲坛》的一

贯特色, 这在 《城市国学讲坛 (第二辑 ) 》中同样得

到了鲜明的体现。杜玉俭先生在 《 <论语 >中的

孔子形象 》中考察孔子的形象时, 以 《论语》所载孔

子及其门人的语录为例, 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富有

生活气息的孔子图像, 这个图像的还原与之前存

在着的神化孔子的行径大相径庭:“《论语》中的孔

子形象和后世被神化了的孔子形象有非常大的差

距。孔子在后来被神化了, 被神化最多最严重的

阶段是汉朝 。孔子去世后的头两三百年, 他的影

响并不像后来那么大, 因为他去世后是战国时代

的开始,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 各个学派纷纷出现,

虽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但其他学派对他

却很不尊敬, 像道家讽刺他, 法家 、墨家都是骂他

的。一直到汉代, 孔子的思想才被国家所承认,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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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
[ 4]
针对孔子名言 “富而

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 从吾

所好”, 杜玉俭先生认为 “执鞭 ”一词应作 “驾车 ”

解,而非 “管理市场”之意。由此, 作者更由此言深

入地体察到孔子对于财富的态度, 即 “如果富裕是

可以求到的,即使是驾车这种最低贱的工作, 我也

会去做 。如果富裕求不到,就喜欢什么做什么了,

不强求 ”
[ 4] 202

,这对人们习惯上接受的孔子甘于贫

困 、淡薄名利的形象无疑是一个颠覆 。同时, 人们

耳熟能详的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和 “敏而好

学,不耻下问 ”的名句, 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

于孔子不苟言笑 、温和敦厚的想象 。对此, 杜玉俭

先生依据《论语 》中的孔子与人交往时的表现, 将

其性格生动地揭示了出来 。就孔子与学生的关系

而言, 他 “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而是一个幽默

的 、风趣的 、博学的人。他跟平常人一样有喜怒哀

乐,会发脾气, 也会骂人, 甚至恼怒的时候还跟学

生赌咒, 有时候也痛哭流涕 ”
[ 4] 194

。例如, 孔子周

游列国时, 在卫国待的时间比较长 。卫国国君卫

灵公的妻子南子希望见孔子一面, 孔子无奈答应

了 。 “子路责怪说不该见, 孔子就在子路面前发誓

说:如果我做错了什么的话, 上天都会厌弃我,即:

`予所否者, 天厌之! 天厌之 !”好像急于表白, 有

话讲不出, 学生又不理解他 。所以, 我们感觉到,

《论语》中的孔子在与学生交往时, 并不是正襟危

坐, 而 是 和 普 通 人 一 样 有 自 己 的 喜 怒 哀

乐 。”
[ 4] 196-197

高小康先生在 《古典文学与传统艺术

精髓 》中, 由宋代诗人 、词人们善于描写青楼 、酒

旗 、画桥等形象, 分析出此时文学与都市之间的隐

秘关系:“这时期的江南艺术精神与前面所讲的士

大夫艺术精神已经不一样了,它带上了中古以来

的都市文化色彩,也可以说是带上了一些烟火气 、

香艳气和声色之娱 ”, “实际上, 在这个时期,中国

文化已经开始由中国古典时代走向商业时代

了 ”
[ 5]
。而在分析西门庆形象在《水浒传》和 《金瓶

梅 》中的差异时, 作者指出了西门庆形象由一个破

落户浪子到手眼通天的商人的根本原因,即 “这就

可知道有地位的商人和官僚之间的关系。虽然商

人需要官僚,但纯粹是利用, 因此商人的地位已经

变了”
[ 5] 186

, 由此揭示出两部古代经典作品背后隐

藏的文化和经济语境的不同内涵。关于叙事与中

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高小康先生通过对历史

典籍的爬梳, 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 在经典文献中

记载的胜负成败的事件中都潜藏着合乎天道与否

的问题:“胜负成败背后都有这个最高的原则, 具

体的道义和智慧归根到底就是合不合这个最高的

道义 。这个`天 不̀是玄虚 、看不着的东西, 天̀听

自我民听 ' , 从老百姓 、从社会上人们的舆论中就

能够知道什么是天道 ”, “历史是按照天道这种最

基本的道义原则发展的”。
[ 6] 138
而对于那些与天道

不符的事件, “在历史上就逐渐形成一套正史的叙

述方式, 即以合乎自己观点的方式组织起来,形成

一个正史的故事, 因此正史就有正史的故事。一

直到现在,我们讲历史还是受这种正史的影响,要

把历史讲得非常地合乎一个道理。比如说, 我们

喜欢讲我们整个历史的发展最后终归要合乎历史

规律,历史规律就是最后发展成一个大一统的中

华民族, 所以, 合乎这个大一统规律的就是好的,

不合乎就是坏的 ”
[ 6] 140

。于是, 中国文化史上关于

历史的叙事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正史

的想象, 认为历史符合一定的规律而发展着;一种

是伊甸园想象, 即历史如同犹太人的 《旧约》中揭

示的亚当 、夏娃们被逐出伊甸园, 不断地走向愈加

糟糕的地步 。关于第一种历史叙事, 中国的历代

皇朝修史即是此类;而对于第二种历史叙事,人们

研究得并不多。正因为这样, 高小康先生对于非

正史的历史叙述倾注了自己的热情, 认为那是一

种典型的具有中国式悲剧色彩的叙述方式 。作者

以《史记 》中的著名将领李广为例, 认为他虽然为

人清廉 、英勇善战, 但是 “他参加的大战役几乎没

有赢过。他的确很勇敢, 也很有智慧, 但是他的战

功却非常少”
[ 6] 142

。对于这样一位非常矛盾的人

物, 《史记 》却忽略了李广的缺点而聚焦其品质 、武

艺和胆略 。原因何在 ? 在高小康先生看来这实际

上是司马迁的叙述态度问题:“在司马迁看来, 历

史实际上有着很多的不公正, 因此他才发愤著书,

就是要把不公平写出来 。不只是他一个人如此,

历史上许多人物都是觉得世道不公平才发愤写书

的。所以,司马迁想通过这个故事表现历史不公

正的那一面 。他的这个叙述, 就构成了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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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外一种叙述方式。这就不是一种天道的历史

观,而是一种悲剧的历史观 。”
[ 6] 143
作者对中国传

统文化现象的重新审视, 不仅推翻了前人在此问

题上长期陷入的认识窠臼, 而且生动地再现了不

同时代中相似或同构现象 、心理情感的谐振的可

能性。该书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进行破

解,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反说, 与人们习以为常的文

化理念 、审美习惯 、研究维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而作者的兴趣显然在于凭借对惯常结论的重新认

识力图为重绘中国文化地图寻找到新的文化生长

点 。专家们以其渊博学识 、犀利的学术眼光, 在一

般读者习惯的文化意识和结论中发现了隐藏已久

的真实,以一种罕见的文化胆识执着于国学面貌

的重新发现,进而还原其历史真我。

再者, 《城市国学讲坛 (第二辑 ) 》一书对于传

统思维的现代转型途径和如何在中西融汇中开拓

国学的新空间的分析也极具学术内涵和创见 。中

国本土文化资源在激荡的现代文化语境中面临着

复杂的转型与蜕变, 如何总结其成败得失 、昭示前

路成为学界有识之士的自觉追求。该书在对中国

数千年文化的追溯和国学现代化转型成果的考辨

中,总结出几个可能途径和方式:第一, 让青少年

儿童诵读中国文化经典。在 《读经与构建和谐社

会 》中, 作者发现了颂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可贵之处

在于让人们 “从小汲取营养, 从小学会做人, 继承

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和民族精

神 ”
[ 3] 59

, “中华文化经典培育训练了中华儿女, 可

以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 、软实力, 增强

我们的国力 ”, “修身从读经开始, 形成全民族的阅

读风气,首先是营造阅读经久不衰的中华民族文

化经典的风气”
[ 3] 60
。第二, 在如何进行国学的学

习与思维方式的对接上, 主张以文学和艺术相互

融合 、共同促进的方式进行。在对文学与艺术关

系的分析中, 伍巍先生从源头考察了文学艺术的

关系, 认为 “文学艺术既然都源于生活与生产劳

动,那么,它们之间就不可能是割裂的关系 ”, “不

但艺术与文学之间是相互沟通的, 各种艺术门类

之间也是相互沟通的 ”
[ 7]
。国学文化 “只是一个平

台,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在这个平台上攀登, 从

事艺术 、从事理工医农, 那将会有更全面的发

展”
[ 7] 232

。第三,主张通过在贴近社会生活的过程

中了解 、熟悉和运用国学文化,从而使之与当下生

活实际联系起来, 赋予其强劲的生命力。在李宗

桂先生看来, “国学并不是一个僵化的 、死亡的东

西, 而是具有生命力的, 和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和

我们的时代精神 、和我们的民族精神紧密相关的

东西 。它是活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 影响我们的

社会 、经济 、政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的

活生生的东西 ”
[ 2] 11
;即便是围绕国学的有关论证,

从本质上看也是 “反映了中国该走什么道路, 即该

不该实现现代化 、怎样现代化 、实现什么样的现代

化这样一些基本的认知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不

是一个学术问题,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实践问题,是

影响我们社会向前发展的问题。”
[ 2] 11-12

杨义先生在分析《史记 》产生的时代背景时曾

说:“司马迁这部史书的结构和它的体例, 实际上

反映了秦汉大一统的魄力, 没有这大一统的时代

魄力,就不可能产生司马迁的史学结构。”
[ 1] 114
李

训贵 、宋婕主编的 《城市国学讲坛》系列著作也同

样鲜明地体现出时代魄力对于文化经典及其经典

的规约作用。 《城市国学讲坛》系列著作所着力的

国学文化的倡导 、国学教育的实践以及国学思想

的现代对接, 亦是中华民族复兴旅途中产生的对

自我文化原创性的诉求与民族想象的反映 。处于

全球化影响不断增强 、传统资源颇有断裂之虞的

当下,我们更能从中体味到振兴民族文化 、重铸国

民精神的责任意识与天下情怀。钱穆先生曾经如

此强调国学与民族振兴之关系:“夫古人往矣, 其

是非得失之迹, 与夫可镜可鉴之资, 则昭然具在 。

后生可畏,来者难诬, 继自今发皇蹈厉,拨荆棘,开

康庄,释回增美, 以跻吾民族于无疆之休, 正吾历

古先民灵爽之所托凭也。学术不息, 则民族不亡 。

凡我华胄,尚其勉旃 !”
[ 8]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城

市国学讲坛 》反映的不仅是一个关于国学文化的

历时梳理与现代转化的学术问题, 更是中华文化

如何立足传统 、发掘历史 、镀亮自我, 进而进行文

化再创的精神问题, 还是当代学人对中华民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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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相当多的诗歌奇崛险劲, 明显带有韩愈的风

格,如 《赠刘仲宪 》, 全诗一千余字,押入声韵,一韵

到底, 奇字险句迭出, 是明显的学韩有得之作。

《石鼓诗 》更是直接学习了韩愈的 《石鼓歌 》:

粤自鸿蒙剖玄秘,天祚有熊炎帝继。侯刚覃思

神与凝,摹写三千入书契。苍姬一变史籀出, 鲸攫

鳌呿凤鸾逸 。嬴秦自帝不古师, 遂使奸斯愚叔世。

当时玉筯天下独,尔后争奇古文弃。末流诸子相祖

述,刓朴遗淳趁姿媚。我尝慨此愧疎浅, 一髪空危

万钧系 。朅来庠宇睹石鼓, 玉立俨然三代器 。细思

伊始将安庸,或谓宣王章猎事。且疑且信邈难诘,

日月群阴欲食既 。半为雷电下取将, 仅余二百七十

二。贞坚不堕劫火灰,苍古犹含太初气 。世间钟鼎

瓦砾如,只辞千金未为贵。昌黎作歌恨才薄, 坡老

来观惜时异 。区区流转又几朝, 终不能忘见天意。

若令好事堪把玩,攘窃空应穷万计。平生漫有博物

心,迫视不能详一字 。沉吟独立西风前,乔木荒烟

日西坠 。

学习韩诗, 与他在散文创作上学习韩愈的审美追求

是一致的。论者谓其 “风致潇洒在元和 、长庆之

间”。
①
实际是指他对中唐白居易 、韩愈二家诗风的

兼取, 并不专指学习元白。总体而言,张养浩的诗

没有他的散文的成就高,这可能与他更致力于散文

的创作有关 。

①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 中华书局本第 750页。

(责任编辑　潘志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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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进程的宏大思考和对转型期中国文化走向的人 文关怀, 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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