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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年有关国学的文化很热，各类国学讲座和文化讲座此起彼伏。
有大学办起了国学院，也有创办《国学研究》杂志的，还有发表《国学宣言》的。
与此同时，这两年的祭孔(或祭黄帝、祭大禹等)规模也越来越大，越办越隆重，在2006年9月28日孔子
诞辰2 557年的祭孔大典上，又推出孔子的所谓标准像雕塑。
(孔子哪来什么“标准像”呢?)国外成立的中文系和孔子学院也越来越多，有一个英国爵士还在南京夫
子庙办起了孔子学堂，等等。
诸如此类的新闻和消息不断见诸报端。
　　国学近来为何这么热?原因何在?　　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一次“文化热”，是关于
中西文化的。
当时因为长期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缺乏坚定信念，有一种信仰危机，感到迷茫，对传统
文化没有好感，以为落后保守，没有创造性。
　　90年代，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对80年代的一些说法提出了批评，“传统文化
热”也逐渐兴起。
“传统文化热”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国学热”。
《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发表整版文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也发表
了有关国学的文章，但当时并未形成规模，热的主要是媒体，学者相对比较冷静，很少大张旗鼓打出
“国学”旗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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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是我国在20世纪初叶倡导的一门学问，也是当时新出现的一个专门术语。
但对“国学”一词的理解和解释，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新世纪。
文化的复兴和传播必然是伴随着经济的强盛而来的。
谁经济强势，谁文化就强势。
　　一个民族的现在和过去总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个人也是如此。
传统永远和现在连在一起，无法彻底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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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部概说　　一、经和经学　　1. 经原是一根线　　经是什么？
许慎《说文解字·糸部》：　　经，织也。
　　段玉裁注：　　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
　　“从”就是纵，“从丝”就是纵线，纵线就是经线。
“经”字从“糸”，本义原是编织品里的一根线，一根纵向贯穿始终的长的纵线，也叫经线，与纬线
相交就可编成织品。
后由编织引申为泛指书籍，又因编织时先有纵向的经线，且经线在编织中最基本也最重要，所以又引
申为经典。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说：　　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
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
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
　　按章太炎的说法，经就是一种用线编联起来的线装书。
佛教书是以线联贯贝叶而成的贝叶书；我国早期的书是竹简，编丝缀属竹简而成的是竹简书。
穿竹简的线就是经，用线穿起来的竹简书也是经。
　　章太炎认为，经与传相比，经的开本比较大，是一种大型的典籍。
郑玄说，经的竹简长二十四寸（《仪礼·聘礼》贾公彦正义引郑玄《论语序》）。
1959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竹木简印证了这个说法，经的竹简确实比较大。
　　而所谓经典，在古代常特指儒家的经典。
儒家的三纲五常六艺，被称为“天地之常经”。
　　2. 经学特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　　对经典的研究就是经学，经学是研究经典义理的学问。
但就其原始意义说，经学是具有文献学特征的。
因为经原是线，经书就是用线穿起来的书，即线装书，只是穿的是竹简罢了，原先并无什么深意。
后来这些文献被奉为经典，就带上了许多人为的神秘色彩，使之神秘化，甚至宗教化了。
　　把儒家的书说成经，始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
》《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如果此说可信，那么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经”的名称了。
儒家最早的经典，据说都是经过孔子整理的，是孔子教学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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