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在前面

不記得從哪裡看來這麼一段典故：說是在一九三○年，

三十歲的年輕學人譚正璧寫了一本《中國女性的文學生

活》，因為角度獨特，引起很多讀者注意。某天一群女學生

到書店買此書，嫌書名太長，索性說：「買一本譚正璧。」

這本書再版多次，後來改書名為《中國女性文學史》。

這則小典故的主角譚正璧先生，是二十世紀文史學界的

著名人物，儘管對如今的讀者來說或許多少顯得陌生了些，

要知道他的同行，同樣以治小說史、戲曲史聞名於世的趙景

深先生曾稱他「著作三身」，雖不無玩笑的意味，卻也可見

譚先生的著述之豐富。他一生留下各類著作達一百五十種之

多，總字數超過千萬，這個數字確是很驚人的。

這次擺在讀者面前的是譚先生的一本小書：《國學概論

講話》，一本幾萬字的小冊子，蔡元培親自為書名題簽，由上海

光明書局初版於一九三三年九月，那時的作者方屆而立之年。



一說起「國學概論」這個詞，人們大多會想起現代學術

史上的兩本書：其一是一九二二年章太炎先生的那本鼎鼎大

名的著作，雖是由初出茅廬的曹聚仁筆錄而成，但據說太炎

先生也甚為嘉許；其二是錢穆先生的那一本《國學概論》，

這是錢先生根據自己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間先後在無錫省

立第三師範學校以及省立蘇州中學課堂講義編撰而成。

這兩本書都算得體大思精的名作，青年譚正璧的後出之

作在深度上自然無法與之比肩，當然年輕的作者也未必有一

爭高下的念頭，讀他的編輯凡例和導言便能發現作者的思路

與上述兩本作品的不同旨趣。

這本小冊子冠以「講話」之名，自然考慮的是淺顯通

俗。太炎先生那本書儘管盡可能保留了現場感，卻並不易

讀，他口中的「國學」大致仍是傳統的經學和子學的範圍，

只不過不同於清儒的訓詁考據的純粹冷靜，而是融入了相當

數量的獨特而峻急，大膽甚至不惜偏頗的立論。這本演講稿

的不少地方章先生是藉古人的酒杯，卻滿斟自己的一盞釅

茶。而錢先生那部作品儘管是面對中學的講義編寫而成，用

的卻是典雅的文言，講述更多的是思想史的發展演變，和章

先生那本更是涇渭分明，用錢先生的話說，是「學術本無國

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本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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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學校教科講義之需，不得已姑採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

意，分期敘述。於每一時代學術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闡

發。其用意在使學者得識二千年來本國學術思想界流轉變遷

之大勢，以培養其適應啟新的機運之能力。時賢或主以經、

史、子、集編論國學，如章氏《國學概論》講演之例。亦難

賅備，並與本書旨趣不合。竊所不取。」

譚先生寫這部《講話》，則有意無意地避開了這些也許

略顯艱澀的內容，給自己開闢出一條新的小路。

從「編輯凡例」上來看，這部書很務實，且抄錄幾條出

來看看：

一 本書專供高中及大學教本或參考之用。

⋯⋯ 

三 本書注重知識的真確，材料的實用，故辭意不務深

奧，全用白話敘述。

四 本書凡分五講：第一講為總論，餘以經學、子學、

史學、文學分類。凡國學上之基本知識，均已搜輯無遺。

看它的後文，的確是刪繁就簡三秋樹的做法，不追求異

峰突起的學術個性，也不奢望汪洋恣肆的深厚功力，只儘量

做一個清晰明瞭的脈絡簡介。每一節後還附以思考問答題，

一般教師用作講義也可，年輕學子自讀也覺輕便可喜。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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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有點以偏概全，卻也不失自家的面目，比如概述古典詩

歌時有一段妙語：

「唐詩可稱為平民的文學，因作者大部為平民。宋、

元、明、清四朝詩人，無一不是達官，沒有一個平民，故被

稱為貴族文學。因為宋時的平民詩人都在作詞，元明的平民

詩人都在作曲，清時平民詩人都在作彈詞、山歌和小曲。他

們在向另一方面發展，都在從事於時代的文學，所以任那舊

體詩壇為貴族文學家所獨佔了。」

讀這本小冊子，最令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它的「導言」，

全然不像一般學術著作的恬淡理性，更像是魯迅先生的鋒芒

乍現的雜文風格，全篇都彌漫著一種焦慮和激憤，在解釋什

麼是國學時，作者幾乎完全摒棄了學院派的路子，他這樣說：

「國學又名國故學，亦名舊學；係對西學、洋務、新學

而言。在海運未通之前，中國閉關自守，國人的心目中，只

有中國而無世界，以為中國即是世界。一切的學術，既沒有

國界可分，故無從產生所謂國學。後來海運大開，中西交通

日繁，西洋學術文化，因之東漸，於是產生了所謂西學，隨

即也有了所謂國學。張之洞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學』就是國學，『西學』就是西洋傳來的文化學術，中、

西對稱，大約在這個時候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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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羨慕西洋人物質生活的舒服，於是引起中國人對

於自己的一切的厭惡。所以凡是帶著『洋』化的東西，即使

原料是中國的，是中國人在中國做的，他的價值也會比中

國舊有的增高，而且又是特別的愛好。為什麼同樣一隻坐人

的椅子，沙發要比舊式椅子的價錢大幾倍？做西裝工人的工

錢，比做中裝的工錢來得高？一本布面洋裝書，比線裝的定

價要高貴？這種種疑問，已經用不到人家來替我們解釋，我

們都已明白洞曉了。」

這哪裡是思想史、學術史的寫法，然而讀者卻能從中讀

到特定時代裡的特定的風氣。

當然除了這些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激憤之外，作者也有

清澈爽利活潑潑的語言。拋開內容不說，本身即是可誦的文

章，如在論及詩歌的起源時，有這樣的句子：

「詩歌是怎樣發生的呢？人類是最富於想像和情感的高

等動物，當在太古時代，他們剛從原人進化而為純粹的人

類，對付環境，漸由用手而趨於用腦，於是漸漸有了靈敏的

感覺。他們受到大自然的種種賜予，不免歡喜而感激，便不

期然而然的發出一種讚歎歌慕的聲音，自然而和諧，流利而

清亮，不但傾瀉自己的快感，還可以感動他人，促成同樣的

快樂。這樣，詩歌便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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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以言辭論，像不像後來林庚先生詩一般美麗的《中國

文學簡史》？

尤其能突顯作者學術眼光的是，作者把「彈詞」專闢了

一節來講，把它和詩、詞並列，予以獨立的文學史地位，此

一觀念亦屬大膽之舉了，是章太炎、錢穆二位先生所必不會

有的。

回到曹聚仁筆錄的那本《國學概論》，在書前「小識」

裡，曹先生說：

「任在何時何地的學者，對於青年們有兩種恩賜：第一，

他運用精利的工具，闢出新境域給人們享受；第二，他站在

前面，指引途徑，使人們隨著在軌道上走。因此可以說：學

者是青年們的慈母，慈母是兼任飼育和扶持兩種責任的。」

譚正璧先生的這本小冊子也許並不想承擔這種「恩賜」

的使命，他所願意的，不過是一些日常家居的圍爐閑話，聽

得入耳便不妨打起精神，縱使夜寒風冷，也能略破岑寂罷。

舒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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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凡例

一 本書專供高中及大學教本或參考之用。

二 全書字數約六萬，以全年四十週計，每週二小時，

約授一千五百字，適供一學年之用。

三 本書注重知識的真確，材料的實用，故辭意不務深

奧，全用白話敘述。

四 本書凡分五講：第一講為總論，餘以經學、子學、

史學、文學分類。凡國學上之基本知識，均已搜輯無遺。

五 本書文學一講，係以文學的體制分節，作橫的敘

述，與文學史之為縱的敘述者不同，故即在同級同年教授，

不但無重複之嫌，反可藉以互相發揮。

六 本書每節後均附有問題，以便教者發問，學者複

習，有所依據。

七 本書係採集參考書數十種，斟酌個人教授之經驗編

成；故取材或與它書間有雷同，而體制則全然異致。



八 本書專從國學本體作客觀的研究，無主觀的偏見，

敘述如有謬誤，尚冀國內外專精此學之大師是正。

一九三三，八，三○．編者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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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導 言



第一章  國學的定義

何謂國學？回答這個問題，比回答何謂文學要簡單而

容易得多。何謂文學的答案，有古今中外的不同；何謂國

學？僅是現代中國學術界流行的半新不舊的名詞，於古無

徵，於外國更無什麼特殊的解釋。

國學又名國故學，亦名舊學；係對西學、洋務、新學

而言。在海運未通之前，中國閉關自守，國人的心目中，

只有中國而無世界，以為中國即是世界。一切的學術，既

沒有國界可分，故無從產生所謂國學。後來海運大開，中

西交通日繁，西洋學術文化，因之東漸，於是產生了所謂

西學，隨即也有了所謂國學。張之洞說的「中學為體，西

學為用」，「中學」就是國學，「西學」就是西洋傳來的文

化學術。中、西對稱，大約在這個時候才開始。

由此看來，所謂國學，不過是指中國的學術而言，以

示和西洋的學術不同，並無什麼費解，也沒有什麼特殊的

意義。就是有人把它解作中國的文學，那麼所謂文學，也



是指廣義的文學，中國人自己所稱的文學，其意義和學術

沒有什麼兩樣。國學的意義既是這樣的簡單而明白，為什

麼還會引起人家的誤解而又受到人家的攻擊呢？

為了羨慕西洋人物質生活的舒服，於是引起中國人對

於自己的一切的厭惡。所以凡是帶著洋化的東西，即使原

料是中國的，是中國人在中國做的，它的價值也會比中國

舊有的增高，而且又是特別的愛好。為什麼同樣一隻坐人

的椅子，沙發要比舊式椅子的價錢大起幾倍？做西裝工人

的工錢，比做中裝的工錢來得高？一本布面洋裝書，比線

裝的定價要貴？這種種疑問，已經用不到人家來替我們解

釋，我們都已明白洞曉了。

在瀰漫著這樣心理的社會裡，國學在沒有洋化以前，

那裡會不遭到厄運？於是有人起來大叫：「推翻烏煙瘴氣的

國學！」他們的理由是：一、來歷不明。在中國書中查不

出它的來歷，大概就是西洋人所謂支那學。但支那學這名

稱，含有繁雜混亂，無法理清，還是一團糟的意思，是西

洋人給我們的一種恥辱。二、界限不清。國學是什麼，還

沒有一個合理的定義。三、違反現代科學的分析精神。因

為「國學」兩個字，犯了囫圇吞棗的大毛病，人人要想做

到「萬物皆備於我」的聖人，結果往往弄得一物亦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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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一團糟的態度對待本國的學術。世界上並沒有什麼

德國學、法國學、美國學、英國學，何以中國獨有國學？

因為他們對於世界學術上的貢獻各有所長，如德國的科學

和史學，美國的新的社會科學，法國的文學和哲學，英國

的文學、經濟學和政治學；中國獨無所貢獻，名曰「國學」

正表明它還在一團糟的狀態裡。

上述的四個理由：所謂來歷不明，就是於古無徵。

因為於古無徵，就以為應該打倒，在洋式的邏輯上也未見

得講得通。至以為即是西洋學者所謂「支那學」，是西洋

人給我們的一種恥辱，那全是自己疑心生鬼。況且，「國

學」二字本來是國貨，何必定要向外洋硬拉進來？其他

二、三、四三個理由，都是國學家的態度問題，和國學的

本身無關。一個學者專研文學或哲學而有所貢獻，固然最

好；但他如果於文學外再研哲學，或於文學、哲學外再研

史學、社會學，我們如何能說他不好？那麼國學家的喜歡

「萬物皆備於我」，何能獨加深惡呢？就是退一步講，以為

一個人要全研各種學術是不該的，那麼只是研究者本人的

當不當，在學術本身沒有是非可說。況且國學家又不曾昭

告我們，一定要「萬物皆備於我」，而不許我們專研其一。

這種不合邏輯及張冠李戴的理由，只有崇拜西洋學術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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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者才說得出，我們卻始終覺得莫名其妙。

也有人出來主張：「且慢談所謂國學！」他們以為在現

代的中國，不去獲得世界的知識，研究現代的科學，做一

個有工作能力的人，而去做那不急之務的國學，那是可以

歎息的事，這話也似是而實非。在我們未經斷定國學所包

含的學術無一能適用於現代之前，我們便不能就認研究國

學為不急之務。況且國學家也未曾硬要中國人都來研究國

學，歡喜研究與否，全在你自己的高興不高興。同樣，「且

慢談所謂國學！」也沒有人來強制你不要「慢談」，可以隨

你尊便；不過你也不能強制人家，也來跟著你「慢談」。

總而言之，國學的值得研究與否，非研究後不能預知；

我們越對於國學懷疑，我們越非加以研究不可。

〔問題〕

（1） 國學是怎樣產生的？

（2） 何謂國學？

（3） 為什麼有人高叫「推翻烏煙瘴氣的國學」？他們的見解怎樣？

有什麼差誤？

（4） 主張「慢談國學」的見解怎樣？有什麼差誤？

（5） 為什麼要研究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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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學的目的

如果因為西洋人研究中國國學的很多，我們對於自己

的國學不可不研究，所以也來研究國學，這種態度是很危

險的。因為他們根本上沒有明白國學是什麼，也沒想到要

去研究國學的原因，只不過是因循的盲從，胡亂的提倡。

結果，不是所得的膚淺不足道，便是愈研究愈失其真。所

以我們不研究國學則已，否則非徹底了解研究國學的主因，

便不能得到良好的收穫。

我們要研究國學的主因，曹聚仁以為可以分做四層來

講明：國學在中國有數千年的歷史。我們過去的智識，和

它發生密切的因果關係。因此我們急要明白，國學的精華

何在？它以後還有存在的價值沒有？如果國學是腐敗的骸

骨，不該容它存留著，我們可趕快蕩除淨盡。如其中尚包

藏著精金，也應從速發掘。決不可彷徨歧路，靡所適從。

在取捨問題亟待解決當中，非研究國學，別無解決的途

徑。這是第一層原因。



在我們以前，既沒有人曾把國學整理一下，到現在，

正如那些崇拜「洋」字的人所說，還彷彿一大堆亂書，政

治、哲學、倫理、宗教以及其他各種科學都包含著。我們

既要明白其中究竟是怎樣的，非坐待可以得到，及今用精

力把它系統地整理起來，或者能夠觀察明白，使後人也得

著好處。所以要謀學術的共同便利，也非將國學研究一下

不可。這是第二層的理由。

現代大部分的青年都感受著無限的苦痛。因為他們心

裡要想接受適合人生真義的「新」，但社會上「舊」的勢

力依舊膨脹到極點，稍一反動，靈肉兩方面都得著痛苦。

那舊的也不過藉國學做護符（軍閥和老頑固，都把孔老夫

子來撐門面），國學經過他們手裡，已變成糟粕的形式、

呆板的教條了。我們如不把國學的真面目抬出，他們決不

斂形息聲的。要找出國學的真面目，自然須下一番研究工

夫。這是第三層原由。

我們對於西方文化學術，固當合理的迎納，但自己背

後還有國學站著。這二種文化，究竟如何使它溝通，也是

目前亟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對於國學所含的原子不明白分

析出來，如何能叫它和別種化合？所以要先研究國學，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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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溝通的方法。這是第四層原因。

我們明白了上述的四個原因，便知我們在現在研究國

學，非但不是不急之務，反為急迫的需要。而且，抱了這

樣的態度研究國學，那便決不是因循的盲從，而也決不會

胡亂的提倡了。

〔問題〕

（1） 抱哪種態度去研究國學是差誤的？

（2） 研究國學有哪幾種目的？

（3） 研究國學是否為不急之務？

24  國學概論講話



第三章  國學的分類

中國的歷史是這樣的久長，中國的地域是這樣的廣

袤，所以關於國學的書籍雖稱「浩如煙海」，但從沒有人

嫌其過多。經過了前人許多次的分門別類，直到今日，

經、史、子、集的四分制，還在廣多的應用。這種分類

法，在現代目錄學家看來，自然是毫無意義。但在一般研

究國學的人，卻還以為沒有打破的必要，因為有它的歷史

的意義和價值存在。

中國書籍的分類，起源於六經。六經確已是六種性質

不同的書籍。漢代劉歆校理秘書，分群書為「六略」，而

冠以《輯略》，所以叫做「七略」。「六略」就是：六藝略、

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及方技略。其中所謂六

藝，就是後來的經部；詩賦，就是後來的集部；諸子、兵

書、術數及方技，便是後來的子部。至於後來屬於史部的

書，像《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

《漢著記》等，他卻列入春秋類；《古封禪群祀》、《封禪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