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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 

非常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和我校国学院的老师一起讨论“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

来”这个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将产生深远影响的题目。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是因为面

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面对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现代

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们根据十六大的精神，反复思考，认为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内容

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之一。没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

的复兴。所以，文化这个问题，与经济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前不久我在国外访问时就谈

到，经贸是利益问题，文化是心灵沟通的问题。把国家之间的关系仅仅放在眼前的经济利益

上，不符合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心灵沟通是利益和谐的一个重要保障。从世界范围来

看，文化传统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也不例外。自从上个世纪一百多年来，中国人

民在探索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有声有色地展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理论，也存在

本土化的问题。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新的

时期，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肯定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也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我认

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没有传统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就很

难真正的本土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些年轻人，甚至有

一部分领导干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津津乐道，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知之甚少。这决不仅

仅是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更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所以作为人民大学，作为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我们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什么名义提呢？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还是“国学”这个名字最贴切，以“国学”的名义把传统文化的大旗更

高的举起来。我们知道，这可能存在某种风险，还可能引起个别人的一些猜疑。但是我可以

告诉大家，我们是根据十六大的精神，根据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提出发展

国学的想法和思路的。十六大提出六个“更加”，其中也讲到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所

以，我们经过慎重思考，最后决定，还是把国学这个大旗举起来。这样做得到了很多人的赞

同，也有一小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其中一些观点，确实值得商讨，比如，有的学者听到我们

说“我们讲国学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他们就抓住这句话做文章，提出要“去”意识形态

化。事实上，当时我们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国学从广义上讲，既包括意识层面上的内容，

又包括考据、辞章、义理等学术领域的内容，还包括技艺方面的内容，比如中医、气功、烹

饪、太极拳等等，这些都属于国学范畴。只是我们人民大学国学院目前主要不是研究技艺方

面的国学，而是研究国学经典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内容。对于那些反对的声



音，有道理的，我们认真思考、斟酌，并引以为鉴；误解和歪曲甚至攻击我们的，我们会以

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发展国学行胜于言，实践和时间会评判是非功过的。 

国学研究特别是国学教育，已经沉寂了近一百年，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到2005年中

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正好是八十年，以前好像没有成立过国学院，只有国学研究院。所以

人民大学提出发展国学，必然会有很多新的观点，新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听

取不同的意见。人民大学自从去年的今天宣布成立国学院，到10月份举行开学典礼，再到现

在，已近一年时间。这期间我们收到的来信，毫不夸张的说有一段时间像雪片一样多。给我

们写信的人既有著名的学者，也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我们

把这些来信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保存了下来，这些来信给予我们巨大的鼓舞，有很多著名学

者都亲自写信对我们表示支持。前不久，我在上海见到南怀瑾先生。他认为，人民大学成立

国学院，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并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很多有识

之士也都对我们表示支持。据我了解，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发展国学也是支持的，比如《光

明日报》开辟了国学版，那就是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学版开办以来已产生很大影

响。我想无论时代如何变，一个民族，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文化从来不会有错。若

想灭其国，必先乱其史。陈水扁现在不是这样干吗？他篡改台湾的历史，他就是想脱离中

国，搞独立。要把中国“西化”掉，要让中国人把自己的历史忘掉，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丢

掉。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对我们民族的复兴有着重要意义。不仅如此，我们的传统文

化还对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到耶鲁大学发表讲话，讲话最基本

的精神就是多种文化，多样文明，这是他讲话的基本基调。实际上就是倡导各种文化的和谐

共存。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把自己的文化，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据中华民族振兴的需

要，重新审视，重新认识，重新解读，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

贡献，意义重大。 

经过多方论证，我们制定了教学方案，因为没有一、两届完整的培养过程，很难说有把握，

所以我们准备逐年级地公布教学方案，逐步推行。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像武汉大学的国学班、

北大的文史哲的实验班，还有我们人民大学的文史哲实验班，也都有一些积累，这些都是前

驱性的探索。我们确实也吸取了这样一些探索的经验，包括1925年清华国学院当时的试卷，

我们也都看过一些，研究过一些。过去的这些探索都是我们前进的基础，都是我们探索研究

的材料。在这些基础上，再经过几年的实践，也许我们能够拿出些有把握的东西，而现在，

我们就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如果不去探索，就永远不会有成

果，永远只是在那里争来争去。所以我们一边可以有一些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注重实

践，动起来、干起来再说，一边干一边研究。所以我们跟国学院讲，在人才培养问题上要召

开若干次学术讨论会，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任继愈老先生专门跟我说，要我们一定要重视古

文的学习，古文搞不好，什么都谈不上。任先生这个意见，当然是非常的正确。也有一些老

先生讲，一定要背四书五经，背不下来，算什么国学班啊？很多这样的具体意见，我们都需

要认真研究。这次会议，各位专家学者来帮助、指导人民大学，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感

谢。 

国学今后怎么发展，这个问题意义重大，要靠我们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愿

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愿意多召开一些这样的会议，欢迎我们老一辈、年轻一代的学者共同

关注这件事情。有人说人民大学是不是要培养国学大师，我们从来没这么说过，国学大师不

是仅靠一个学校几年学制就能培养出来的，但是人民大学愿意为培养国学专门人才打基础，

提供基本的训练，为此而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学生能不能成为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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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靠他个人今后长期的努力。就我们人民大学来说，目前主要还是着眼于培养传承国

学的专门人才。不过南怀瑾先生认为，我们这个培养目标没有到位，他认为我们的培养目标

应该是出将入相，培养真正的治国人才。中国历代著名的大臣宰相都是“国学”培养出来

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精英。我们可以在国学

专业教育中加入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容，一样可以培养出将相之才。南怀瑾先生说，我们人民

大学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不仅仅是搞学术，更应该培养治国之才。这当然是对的。其实，

不仅是国学，中国大学中的任何一个专业都有可能培养出治国人才。我想老先生这样讲，是

在勉励我们，让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目标，亦即国学教育应当有培养经世济民之才这样的培养

目标。就是说，国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定位如何定位？教学方案，教学环节，教材建

设，实践基地，怎么根据定位去落实？需要有更开阔的思维去思考。国学学位怎么办？现在

的学位制度正在酝酿新的改革。我们人民大学对学位问题形成了两个思路，其中一个就是学

什么就授什么学位，取消现在的按学科门类授学位，而是学什么就叫什么，按一级学科授学

位。这是一种方案。当然还有一种意见，还是赞成现行的按十二个学科门类授十二种学位，

那国学放在哪呢？文学不像，史学不像，哲学也不像。怎么办呢？另辟一门？增加一门？清

朝末年的将人类积累的知识划分为文、理、法、农、工、商、医七个大学科，现在看都是对

的。事实上一开始是八科，有经学，后来把经学去掉了。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是

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教育部正在启动修订学位专业目录，这是今年的一项重要

任务，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如果采取我们讲的第一个方案，这个问题就很好解

决；如果还是维持十二种学位，国学怎么办？需要很好的思考。我们的一个方案就是建议增

加一门，不然就作为一级学科放在某一门类下面。哪是放在文学、史学，还是哲学下面？各

位专家见仁见智。其实，在我看来，国学并不能只是从文史哲的角度去认识，也就是不能只

是把国学看成是人文学科，而应同时看成是社会科学。因此，希望大家开展讨论，能够共同

提出一个意见，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参考。也请大家支持我们，帮助我们解决这样一些问

题。我们人民大学就是要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来建立、发展国学，在校内，文史哲还有档案学

院、法学院等都有一些国学方面的专门人才，我们要把他们凝聚在一起；校外，我们要借助

社会上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们办好国学事业。总而言之，我们应当齐心协力，与时俱进，把

国学弘扬起来，振兴起来，接续文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如果这

项事业能够取得一定成功的话，我相信不仅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同时对中华民族的未来，都

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永强记录，经演讲人审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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