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 近代中国研究 >> 专题研究 >> 思想文化史 >> 文章正文

学术史研究重在积累
          

★

学术史研究重在积累

作者：耿云志    文章来源：2005年4月12日《光明日报》    点击数：    更新

 
  近年来，关注近代学术史的人渐渐增多，已有一些著作出版。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们关注文化史，到今天
性。梁任公曾说，学术乃文化之核心。当年人们关注文化问题，是多年激烈的政治动荡之后的反省有以促成之；而今日之
年的文化热之后的反思有以促成之。但无论是文化史 ，还是学术史，都是极大极难的题目，必须有充分的

  我说的积累，主要还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整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近100多年来，一直是在一种紧
一句话，叫做跨越式发展。在科学、学术上是否有跨越式发展，很值得研究。我们大家有时确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
新的问题又逼人而来，想躲避都来不及。现在研究文化转型问题，研究学术转型问题，我都有这种感觉。希望我和我的朋友
自己选定的课题，做得扎实些、深入些，以为后来者做一些铺垫，增加一些积累。 

  任公先生把学术看成是文化的核心，是有道理的。人类文化之传承，一方面靠口说、示范，即言语、行
文字始，人的思想、言语、行为及其所用器物，皆可笔之于书。因而，文字之传承功能要比口说与行为等范
直接传授，而文字则可间接传授。直接传授者，只可及于少数人；而间接传授者，可及于千百人、千万人。直接
间接传授者，则可绳绳墨墨，由古及今。学术是以文字传承文化之最重要者，其所含知识、信息、思想、理
磨洗、锻炼而成，是文化之精华。按，《说文》谓“学”与“教”通。“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广
即是仿效，即是传承。“术”，《说文》谓“邑中道也”，指道路，引申之，则门径、方法等义皆在焉。前人
可否理解为，学术是从累代所积之经验、知识中，求出通向未来的途径。如此，则学术必关乎社会、国家、民族之前途
一向以学术、道义一身肩之。当然，像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都做不到的。但作为学者，以淑世的责任心与使命感自励，当是应有之义。 

  前面说到，文化史与学术史，都是极大极难的课题，需要众多学者代代相继，深入研究，不断积累。此事不可因其
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总是免不了有一段筚路蓝缕的过程。同时，尤不可急于求成，或浅尝辄
意与同仁共勉之。 

  （本文是作者为左玉河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所作序，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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