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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 

薛其林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和转型的时期。其中，古今中西融合创新与新学术范式的确立，是民国

学术最主要的特色与成就。 

    古今中西融合创新 

    民国时期学术的背景是内部的社会转型和外部的西学东渐，特点是古今中西（印）学术、各门学术、

同门各派学术之间的多层次的碰撞交汇与融合创新。 

    学术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传统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的融合而成科

学实证方法。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哲学只是一种方法）传入后，即与中国传统

的考据方法相结合，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可以说是普遍的。就学者而言，几乎每一个有成就者都直接或间

接受到它的影响。传统学术藉此机缘也勃发了生机：墨学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乾嘉考据学再度风行；冯

友兰、金岳霖融会中西、推陈出新，构建起学术体系；王国维、陈寅恪等兼用实证方法和传统考据方法，

在各自学术领域作出了骄人的成就。（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传入中国后，即与中国传统的朴素辩

证方法相契合，作为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方法论原则在民国学术界崭露头角，并沿着政治和学

术两个方向发展和深入。学术界以此为指导建立起了全新的学科门类和方法论体系。（三）传统的义理方

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的融合而成义理阐释方法。义理阐释方法兼取富于理论色彩的西方诠释学与富于实践

色彩的中国义理学的长处，着眼于理解和阐释，以一种动态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和双向回流的思维方式解

读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诸多问题，为融合中西提供了新的思路。（四）传统的直觉方法与西欧、印度的

直觉方法融合而成直觉方法。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科学万能”的诘难中，现代新儒学扬

波而起，或从文化路向不同来反对科学一元论（如梁漱溟），或认为人生观问题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解决

（如张君劢）。他们借鉴西方柏格森创化论哲学中的直觉主义来阐述中国的道德哲学，强调对生命、生活

的感受、体念和体悟。从梁漱溟、张君劢讲非理性的直觉（受柏格森的影响），到贺麟讲超理性的直觉

（从谢林得到启发），再到牟宗山讲智的直觉（改造康德的观念），新儒家都表现出对中西直觉方法的批

判、扬弃和融合创新的共同致思趋向。在上述四种主流方法中，科学实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

在民国时期的影响是最大的。 

    新学术范式确立 

    社会转型与传统的解构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而这一变革进一步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与规模；反

过来，西学东渐则加速了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和新学术范式的确立。笼统而言，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

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科发展，中西会通创新等等，都标志着民国学术范式的确

立。 

    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新话语模式的确立。民国学人大都把语言与思维放在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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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问题，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发起的文学革命，从工具理性出发，以白话文这一新形式来灌注新文化

运动的精神内容；以革新的语言工具——白话文来建立“活的文学”；以革新文学内容——文学革命来建

立“人的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全新工具和武器，白话文极大地推进了启蒙文化运动，不仅扫荡了陈

旧的话语模式，确立了新的话语模式，而且为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提供了前提。（二）新思维模式的确

立。民国时期确立了两种新的思维模式：一是对科学的崇拜;一是对哲学的高度重视。这种思维模式反映

了当时的人们追求一种完整的认识以及追求完美的理论的倾向，它促使人们去建立历史观来研究哲学问

题，并根据哲学认识来建立各自的学理及学说。（三）新学术精神的确立。民国时期学术上确立了怀疑和

实证两种精神：首先是怀疑精神。“怀疑”从认知思维过程的那种被压抑的萎缩中张扬跃动起来，成为认

知过程发生的启动点，由怀疑而产生批判，由批判而产生扬弃。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在五四前后引发

了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由康有为开启端绪的 

    “疑经”，经严复、胡适从学理上、致思上的疏导和升华，发展而为顾颉刚的“疑古”，怀疑精神达

到高潮。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开辟了许多全新的学术领域，确立了崭新的学术范式。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

史辨”派就是典型例证。其次是实证精神。西方的科学实证精神和实验主义经严复、胡适等人的引进，在

五四时期蔚成风气。一切“心成之说”都要接受科学实证方法的严密验证。由怀疑而“大胆假设”，由实

证而“小心求证”，从而使学术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理性基础之上。 

    伴随新范式的确立，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群体和大量学术著作。其中，不少是确立新学术范

式的开山之作。例如，学术史上最为称道的“三史”（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

学史》为代表的哲学史体例；以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

表的学术史体例；以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为代表的思想史体例）即是典型。再如，胡适的博

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是中国论述逻辑学和哲学方法的开山之作。又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就是以关注生活、时代、社会为特色的唯物史观学派的开山之作。其他如现代考古学学术群体及其丰

硕的学术成果，像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等都是典型代表。 

    《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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