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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批

准号为：91BZS029)，于1991年立项，2004年5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在欧化与国粹之

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现将该成果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摘编如下： 

学衡派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对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态度，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守旧势力而倍受冷落。而《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

文化思想研究》对学衡派文化思想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学衡派的文化观 

学衡派文化观的哲学基础是柏拉图的“一多、两世界”。学衡派文化酝酿的思路

是，在坚信文化具有世界和历史统一性的基础上，强调文化发展中的选择原则，以选择

使其趋于止于至善的理想主义。这种理路既反映其文化酝思具有开放的特性，与一般偏

狭的东方文化论者划开了界限；又反映其重视传统和文化的民族个性，而与全盘西化论

者异趋。但是，学衡派终究受柏拉图“理念世界”的影响，上述统一性在于道德理想主

义。学衡派对时人重功利与物质意义，轻忽精神价值深感忧虑，强调理想人格与学术系

统互为表里，这就为自己“客观的道德理想主义”规定和安顿了固有的文化家园，其挚

爱传统文化是合乎逻辑的。学衡派将人伦精神和理想人格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永恒

价值的东西，认为它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石”。学衡派认为惟有弘扬民族精神,“以人

格而升国格”，才能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重建民族的自尊”。实际上，这是在

新文化运动揭橥的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民族的复兴

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学衡派是否像有些学者所说的“反动”、“守旧”

呢？结论是否定的。这可以从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以下三大问题的分歧中看出

来：其一，新旧文化的关系问题。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一样主张发展新文化，

但是二者于学理上产生分歧，后者强调超越传统，破旧立新；前者则强调继承传统，推

陈出新。也因此之故，二者互有得失。其二，中国的礼教问题。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抨

击“礼教吃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强调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礼教是中

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其三，关于孔子的评说。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口

号，学衡派坚持高度评价孔子的历史地位，强调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世界文化伟人；同时，他们又反对神化孔子和尊孔教。上述见解是合乎逻辑的，

即便从今天看来，也应当说是正确的。他们的缺憾在于未能意识到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激

烈反孔，意在推倒成为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护身符的孔子偶像，以促进国人的思想解放。

从这点上说，学衡派在政治上失之幼稚。 

二、学衡派的文学思想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这种观点构成了学衡派文学思想的基础。由是他们从中引

出了三个值得重视的见解：其一，文学不可能脱离时代；其二，文学与政治相辅相成；

其三，文学创作必然包含着主客观的因素。从为人生的文学出发，学衡派强调从事创作

的作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或称文学的诸要素：社会责任感、善于观察与理解人

生、文学艺术的修养。学衡派对于文学创作规律的探讨，也涉及接受美学的理论问题，

认为成功的文学作品须有杰出的作家与聪明的读者两个条件，二者兼具作品才能流传。

从总体上看，学衡派从两个层面上探讨过文学价值的判断问题：首先，从内容的分际

上，探讨文学作品的久暂；其次，从作品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上，探讨道德标准与艺

术标准的分际。学衡派的文学思想虽然存在着道德化的倾向，但又包含着合理的内核，

即强调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的分歧，如文白之争、新旧诗之

争，多属学理之争，得失互见，理有固然。后期学衡派的文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变，肯定新文学，归趋于平实。斥学衡派为反对新文学的守旧派的传统论点，有失简单

化。总之，我们应当肯定学衡派的文学思想本身就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 

三、学衡派的史学思想 

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学

衡派指出：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

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以及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

的新观念。学衡派不赞成旧史学偏重政治史的弊端，认为它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

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一是明

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

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

爱国心。学衡派既肯定历史学认识的相对性，但是并不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综上所

述，学衡派的史学思想实现了从实证主义传统到新史学的转换，反映了他们得风气之

先，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富有前瞻性，包含着宏富的内涵与巨大的历史合

理性。   

四、学衡派的教育思想 

学衡派眼中的教育功能包括养成“治事治学之能力”和 “修身之志趣与习惯”。二



者并重，缺一不可。学衡派所谓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

时代的国民，而其中又突出了品德与爱国主义的教育。它不仅反映了对欧战的反省，而

且反映了对国情的深思。学衡派突出能力培养。而要实现这一点，在教育思想与教育观

念上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注重宏通教育，避免学生的知识结构失之偏狭。其

二，“适应学生个性”，即课程结构、人才培养的规格不能模式化，而是因才施教，人

尽其才。其三，注重教学方法和学生的科研训练。学衡派提出“国民教育职业化”的构

想。这就是说，初等教育除了教书外，还应当增加谋生的技能。高等教育必须进一步提

高水准。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学生应有更多自由讲习研求的机会。为此，

专业设置不能太多。学衡派从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

民这一根本的教育理念出发，强调学校教育应突出学生的能力培养，并进而提出了尊重

学生的个性发展，改革现有的学校课程结构，注重文理渗透，开拓学生的视野，优化知

识结构等主张。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借鉴的意义。当然，学衡派的教育思想也存在对其

时的政治变动过于漠视，不免就教育谈教育，故其强调培养健全的人格虽不乏合理性，

但难以实现。 

五、学衡派的道德思想 

学衡派的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其伦理道德，即“道德为体，科学为用”的主张，着意

强调人类在物质文明日进的情况下，当守护精神价值，怀有追求至善境界的精神家园和

终极关怀的重要命题。不论人们赞成与否，学衡派的道德思想在其时毕竟成一家之言，

尤其是他们所倡导的抽象道德理念和道德的宗教信仰，以及以此为鹄的的君子精神，有

力地彰显了时人对于人文精神的诉求。学衡派的道德思想是欧战后出现的世界范围反思

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新思潮涌动的产物，虽因时代的落差，就当时的中国国情

而言，不免过于理想主义，但它毕竟有着合理的内核，历久而弥彰。 

学衡派文化思想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课题，而且更是深入研究20世纪20—

—3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所必需的，它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丰富和推动了中国社

会文化思潮的发展。不仅如此，学衡派所反复强调的，在人类社会追求进步与发展的过

程中不容轻忽人文关怀的重要命题，无疑又具有可贵的前瞻性。在人们诉求人性和人文

精神的呼声日高的今天，其内在的合理性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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