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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的
年份$如今%章太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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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出齐$ 这对于读章太炎先
生的书' 了解章太炎这位对中
国革命和文化建设作出卓越贡
献的革命家 '思想家 '国学家 $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北京师范
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以传
承章黄之学为学科特色$%章太
炎全集& 对于我们意义更是深
远$ 它让我们更加走近了章太
炎先生)

不论是研究辛亥革命和中
华民国史$ 还是讨论近代国学
史和文化史$ 章太炎先生都是
极为重要的人物) 解读章太炎
先生$ 全面理解和评价太炎先
生的人格和思想$ 不仅是为了
展示一位著名人物数十年经
历$以评价他的历史地位*更是
为了回眸中国晚清至民国这个
风云突变的时代$以便在那些杰
出思想家的思考中$找到能回应
今天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

我
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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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读
太炎先生的书$ 那时$

在老师陆宗达先生的带领下 $

和读黄季刚先生的书一起 $主
要通读太炎的三部语言文字学
代表作+%文始&%小学答问&%新
方言&)这三部论著作为太炎的
,小学 -代表作 $体现了他的三
个重要的思想)他提出,用国粹
激动种性 $ 增进爱国的热肠 -

!!民报 "第六号 #$是要用自己
民族的文化来激发民族的自信
心) 又提出+,中国之小学及历
史 $此二者 $中国独有之学 $非
共同之学) -他又说+,凡在心在
物之学 $体自周圆 $无间方国 $

独言文 .历史 $其体自方 $自以
己国为典型 $ 而不能取之域
外) -!!菿汉雅言札记"#认为在
民族文化中$ 历史和语言文字
是民族独有的)太炎先生还说+

,余以寡昧 $属兹衰乱 $悼古义
之沧丧$ 愍民言之未理$ 故作
%文始 &以明语原 $次 %小学答
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
萌俗 ) - !!国故论衡#小学略

说"#这又是要在已经分化了的
语言文字中求 ,根 -$也就是以
同根来激发中华民族的凝聚
力)这三层意思$是章黄之学的

灵魂$ 也是我们几代人坚守中
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信念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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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太炎全集
一至八卷首次出版 $ %国故论
衡&也已经有了更好版本$太炎
的演讲集也已经有了较为丰富
的集辑) 当时$ 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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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过期期刊开放$我
们查到了更多原始资料$虽仍是
围绕章黄,小学-来读他们的书$

但理解已经不限于语言文字)

本世纪以来$ 先辈老师辞
世 $我们由通读太炎的 ,小学 -

论著扩大到经学论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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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开始带领学生通读太炎的 %春
秋左传读&)这部太炎在诂经精
舍学习时所作的课卷$ 充分体
现了他早期对乾嘉小学 ,训诂
之旨 $本于声音 -方法的继承 $

也更加明白了他,六经皆史-的
主张)通过解读$更理解太炎如
何以 %公羊传 &通经史之后 $又
站在高处批判维护皇权的公羊
学)之后$徐复老%訄书详注&出
版$ 我们开始通读太炎的 %訄
书&%检论&$这让我们对太炎的
政治思想和文化观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 对他在学术史上承上
启下的地位也看得格外清楚)

太炎承袭古文经学$ 他在
提倡,小学-.以经学为历史.批
评公羊学的立场上$ 似乎是清
代乾嘉学者崇尚汉唐. 以 ,小
学-通经治史的继续*但他的经
学和乾嘉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

立场$ 那就是他完全跳出了作
为封建时代思想规范的经学宗
旨$ 以现代史学与逻辑学来治
经学)他认为$孔子与刘歆通过
对史籍的整理使学术走出宫
廷$不为帝王所独专$可以称为
,良史-) 他想在这个基础上建
立一种理论的.科学的历史学$

利用五经的史实和思想精华来
梳理史籍$并以史为鉴$寻求解
救贫弱中国的自我发展道路 )

太炎的历史观是革命思想的一
部分$ 他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
社会现实里逐步认识到$ 被压
迫民族追随西方现代化的道路
是不可行的$ 必须走出一条自
己的道路)接受了这种思想$我
们每学期带领学生通读经书 $

都是本着,小学通经史-的思路
去运作)在这个过程中$太炎的
史学思想一直指引我们去读书
和讨论)

整
理太炎先生讲 %说文&

笔记$让我们产生了进
一步了解太炎的强烈愿望 $开
始关注太炎从事革命和宣教国
学的那个时代) 晚清至民国是
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最重要的
历史转折点$ 在不到百年的时
间里$ 几千年的帝制从中国彻
底消失$ 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
题上$各种社会思潮相互碰撞+

改良主义者提出 ,师夷制夷 -

,严祛新旧之名 $ 浑融中外之

迹-的折中主张*历史虚无主义
者在 ,全盘西化 -的徽帜下 $将
西方的一切甚至文化垃圾照单
全收* 殖民主义文化论叫嚣中
国道德一律低级粗浅$ 只有欧
洲人的生活才是文明高超的 )

另一方面$ 封建复辟野心家的
代言人则一味复古$ 用古代的
文化糟粕来抵抗新文化的构
建) 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沿
思想$也存在,废除汉字-,少读
中国书-等偏激之论)在这个背
景下$太炎先生的思考$是渴望
开辟出一条既从中国自己的历
史和国情出发. 又能站在世界
发展前沿的现代道路) 他在对
古今中外历史和现实的近观远
望之中$ 在综览古今中外学术
高峰的论著里$ 潜心地寻找一
种激励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
有效途径$ 一种可以称为 ,信
仰-的,道-)他与全盘西化派截
然不同的是+ 他不是只把民族
的希望寄托在物质的丰富 .科
技的发达和生活的富足上 $思
考更多的$ 是如何锻造一种使
国家强盛的民族精神) 这种思
考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代
意识$ 重要的不是那些具体的
设想$ 而是其中显示出的对中
国文化自信和自强的理想光
芒)今天$我们怎能不服膺于太
炎的远见卓识/

本
世纪之初$ 我们对章黄
的国学和,小学-有了一

个较之以前更加深入的认识$太
炎的学术与他对国家命运深度
的思考是分不开的)在晚清到民
国的思想家中$他是一个有着独
特人格魅力的思想家)他异乎常
人的革命勇气. 杰出的斗争策
略.精博的学术造诣$和由此产
生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深度$一般
人难以企及$ 在对他的评价中$

偏见和曲解在所难免)他严守的
革命立场.为贫弱中国的救亡图
存奋争的坚决态度$也使革命的
敌人诋毁和攻击时而可见)一个
世纪过去了$太炎先生已经远离
了政治纷争) 成为一个历史人
物$对他的理解和评价渐渐趋于
客观) 去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了念驰先生所编的%章太炎生
平和学术&一书的扩充版$精选
了章太炎的友朋.弟子.门生悼

念和回忆他的篇章$以及一个世
纪以来研究章太炎学术.思想的
正面评价的论文)太炎的学术十
分宽泛$每个领域都必须有学养
深厚的专家来阐释$业外人才能
在这个领域中有所收获)在这部
论文集里$章太炎与鲁迅的关系
有了全面的阐释$不再仅仅根据
鲁迅杂文中的只言片语$他在文
学.史学.哲学.佛学和医学上的
多方面成就$都有了更为客观和
比较深入的阐释$他思想发展的
脉络也得到了较好的梳理00

参考了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中
的论证$我们开始细细阅读太炎
语言文字学之外的那些文章$诸
如%菿汉微言&%齐物论释&%俱分
进化论&等$这些文章虽然文句
艰深.内涵广博$需要补充很多
其他的知识$可是一旦读懂$让
我们对太炎的人格和思想 $有
着无限的钦敬和佩服) 从这里$

我们走近了多角度的. 比较真
实的章太炎$ 也走近了他所处
的那个风云变化的时代)

北师大的汉语言文字专
业$具有章黄之学的直接师承)

坚守中国传统语言学并将其引
进现代$ 是我们这个学科不变
的宗旨* 培养继承中国传统语
言文字学的人才$ 是我们的师
辈交给我们的任务) 在学科的
建设中$ 太炎的思想和学术就
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西方结构
主义语言学对中国语言文字学
的科学化有过积极的影响 $但
是在发展到极端以后$ 他们追
求纯形式. 把语言当成一种没
有思想的数理符号$ 逐渐远离
了语言的事实) 章黄之学却是
要坚持语言文字学的人文性 $

坚信它在民族振兴中的价值 $

坚持这门学问对历史传承和文
化自信所起的不可取代的作
用) 只有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
语言学有足够的认识$ 才能确
立继承章黄之学并从这里走向
现代这条道路的正确) 学习章
太炎$走近章太炎$是我们保持
自己学科特色的必要和必须 )

太炎的思想精博并具有严密的
系统$ 值得我们终身学习) 因
此$ 我们也必然是 %章太炎全
集&忠实的读者$并愿做太炎思
想的积极传播者) $作者为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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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不是只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物质的丰富!科技的发达和生活的富足上"思考更多的"是
如何锻造一种使国家强盛的民族精神# 这种思考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重要的不是那些
具体的设想"而是其中显示出的对中国文化自信和自强的理想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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