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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整理国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多有争论的问题。
长期以来，大陆学者对它多持负面评价，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变，至今已经是正面评
价为主流了。
代表作有桑兵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罗志田的《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以及耿云志的《胡适新论》（湖南人民
出版社，1996年）、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8年）、郑师渠的《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李泉的《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等。
这部《再造与复古的辩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整理国故”论争的历史考察》是王存奎在其博士论文
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他确定以“整理国故”问题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在2000-2001年，其时桑兵和罗志田的著作尚未出版，
如果出版了，作为作者的指导教师，我是不会同意他选这个题目的。
到其博士论文完成时，桑兵和罗志田的著作已经出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篇博士论文还有没有
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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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整理国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多有争论的问题。
长期以来，大陆学者对它多持负面评价，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变，至今已经是正面评
价为主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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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存奎，男，1969年生，山东高密人。
1996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在山东潍坊电视台从事新闻策划
与采编工作四年：2003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7
月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现主要致力于国家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教学研究工作。
曾在《北京大学学报》、《安徽史学》、《求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民俗研究》等刊
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软科学项目各一个，省部级科研项目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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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摘要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研究现状述评三、基本思路和框架第一章 整理国故的缘起一、新文化
运动的兴起与整理国故的发端二、“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之争三、国学、国故与国故学的界定第二章 
整理国故的必要性与整理范围之争一、“新思潮”与整理国故的关系二、整理国故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之争三、国故整理范围的不同界说第三章 整理国故的方法论之争一、关于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之
争二、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整理国故问题的论争三、二十年代的国学必读书目之争第四章 关于疑古
辨伪思潮的论争一、现代疑古辨伪思潮的兴起二、关于古史问题的讨论三、“说文证史”之争四、对
疑古辨伪思潮的价值思考第五章 整理国故与复古现象的关系之争一、国粹主义勃兴与复古现象的出现
二、对复古现象的批判与反思三、整理国故运动的式微结语附录一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
书一、整理学术二、整理学术之材料附录二 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一、总述二、科学部
三、典籍部四、诗文部附录三 《京报副刊》“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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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之相对应，笔者以为，那些对新文化运动的全面激进和新文化阵营整理国故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学
派学人，无论是国故派、学衡派还是其他一些不属于任何门派的旧派文人，他们虽然没有象胡适那样
大张旗鼓地鼓吹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但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整理国故的实践中做出实质性贡献并因此
成为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如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恪、柳诒徵等，他们既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也对西方学术界
相关领域的学术思想理论有着不同程度的关怀和了解，并在治学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加以吸收和运用。
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学术路线上主张对内超越传统的各种学术门派如汉学和宋学之上，以重新
创造出一种中国独有的新的国学；对外则是主张以此国学为主体，吸纳西学，以达在世界学术界中与
西学相抗衡的目的。
而王国维和陈寅恪则又与他们不尽相同，中西学术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从王国维的“
二重证据法”到陈寅恪的“文史互证”无一不是在治学过程中中西学术思想相得益彰的结果，从而使
他们在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整理上成就卓然。
因此，就纯粹的学术价值而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显然是难出其右的。
二、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整理国故问题的论争1922年由东南大学的一些教授创办的《学衡》杂志，
主张通过整理国故，融合中西文明而创造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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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到北大读书一直是我学生时代的梦想，或许真的与北大有缘，太多的因缘际会让我最终梦想成真。
二〇〇〇年金秋时节，承蒙导师厚爱，我得以问学燕园，在湖光塔影下开始了自己得之不易的博士候
选人生活。
三年的时光在紧张忙碌中度过，期间有幸聆听学有建树的名师授课.亲历中外名家的学术讲堂，让我真
切感受到北大浓厚的人文气息和良好的学术氛围。
北大历史学系治学的严谨和对学位论文要求的近乎刻薄（“字字有出处，句句有来历”）.让我在学习
中时时有如履薄冰之感，不敢有丝毫之懈怠。
其间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等方面受到的严格训练，至今让我受益匪浅，难以忘怀，也因此而对北大
充满了太多的感激之情。
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与最终得以出版，得到了多位老师的倾心指导和同窗亲友的关心支持，在此谨向
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房德邻先生，是他的精心培养和关怀让我得以顺利完成自
己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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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再造与复古的辩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整理国故"论争的历史考察》是由黄山书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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