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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举办了一场学术报告。此次学术报告，由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长莉研究员
主持，罗检秋、左玉河与马勇研究员报告。 

  罗检秋研究员所著《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刚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认为，研究汉学应重视汉学精神与汉学传统，并
应重视传统的衍变与传承。马勇研究员就其所承担的院重点课题《儒家思想与近代社会》作了报告，在对儒家思想在近代的发展进行研究后，认
为儒家思想并不适合现代生活。左玉河研究员就其即将完成的《近代学术制度转型》这一课题作了报告，认为1905年废除科举成为近代学术制度
转型的起点，从此学术主体由读书人变为知识人，学术中心由书院与官学变为学堂与大学，学术目的由修德变为求知，近代学术制度的转型同时
引发了近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图书馆制度的建立。 

  三位研究员的精彩报告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反响，郑大华研究员首先发言，认为罗著以嘉庆朝为起点来研究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他非常赞
同，这与他所著《晚清思想史》的研究起点是一致的，并认为近代思想史的起点应该是嘉庆朝，而不是鸦片战争。同时他认为，近代汉学的衍
变，不能简单的归为其自身内部的衍变或仅仅受西方影响而产生衍变，应该是二者的合力决定了其在近代的衍变。对于近代学术制度的研究，郑
大华研究员认为应该对制度与体制有所区别。随后刘志琴研究员、黄敏兰副研究员、崔志海研究员、李细珠副研究员、谭徐峰同学等相继发言。
对于儒家思想是否适合现代生活，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儒家思想不适合现代生活，另一种意见认为，儒家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
断变动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政治与道德层面的意义已逐渐被抛弃，但是儒家思想中某些思想层面的东西仍然对今天的中国有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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