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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的历史》编者在历时5年全面网罗各类资料以备编辑近代国学系年的基础上，挑选近代国学出
现以来，各种各样主张和反对国学的代表性文献100余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编辑，旨在为读者提供一
个寻绎国学发生、发展、演化的进程，从各个视角层面观察国学是什么，进而正确理解和把握什么是
国学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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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析六洲黄色白色黑色铜色棕色人种，而成一社会。
一社会之独立，而成一国家。
一国家有一国家之土地之人民之宗教政治，于是其风俗气质习惯遂各有特别之精神焉。
夫有特别之精神，则此国家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与其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相调和，则必有
宜于此而不宜于彼，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
知其宜而交通调和之，知其不宜则守其所自有之宜，以求其所未有之宜，而保存之。
如是，乃可以成一特别精神之国家。
　　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
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
也。
当是时，人日本国民思想界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
如同议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学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
据而立论者也。
文部大臣井上馨特倡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
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
其说颇允，虽然以论理上观之，不能无缺点焉。
　　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日我国之粹。
日我国之粹，非国粹也。
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
有优美而无粗桷，有肚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
天演家之择种留良，国粹保存之义也。
譬如有地焉，蓬蒿棘榛，郁勃蹊径，甚矣其荒也，有人焉为之芟夷，而蕴崇之，缭以周垣，树以嘉木
，不数年葱茏蔚森矣。
夫地之宜于植也，其生是嘉木，犹其生是棘榛也。
是宜于植者，地之粹也。
因其宜于植，而移嘉木以植之，或滋兰焉，或树橘焉，则焕然秀发者，虽非前日之所有，而要之有是
地，然后有是华，不得谓非是地之华也。
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
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
井上之言，是知我国之所有者为国粹，而不知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为国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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