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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

「抗日救亡，我輩天職」

王
學典
人文學科復興來臨

由山東大學承辦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8月23日在山東濟南召開，該項國際史學最高會議舉辦

115年以來，首次走進亞非拉國家。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學典教

授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表示，沉寂近三十年後，當下內地人文學科再次面臨復興，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

召開恰逢其時。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于永傑濟南報道

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的王學典，對人文學懷揣着
強烈的自豪感。他說：「以改革開放為分界，之

前三十年，中國社會學術的主流是人文學科。那時候
在社會發言的是郭沫若、翦伯贊、周揚等一批人文學

者，在國家中樞機構充當智囊的也是人文學科背景的
文人。」而隨後開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了
巨大的變化。體現在學術上，就是人文學科的衰落和
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崛起。

重回人文學科復興時代
但王學典對人文學科的今天保持着足夠的樂觀，他

認為人文學科復興的時代再次到來。王學典稱，社會
科學所有的理論預設，都是基於西方話語的個人主
義、自由主義，當前的發展遇到了瓶頸。而人文學
科、儒學的價值將重新得到人們的認知。
這種認識基於他對國家最高層面一些動態的把握：

2013年11月，習近平到山東曲阜考察，強調儒學及傳
統文化的重要性；2014年五四青年節，習近平到北京
大學專程去人文學苑，拜訪了國學泰斗湯一介先生；
2015年4月，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中央文史研
究館館員、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饒宗頤先生；2015
年，在第二十個「世界讀書日」，劉雲山到中華書局
參加讀者開放日，沒有選擇政治位階更高的人民出版
社。而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一股「讀史熱」，人們普遍
認為所謂的「史學危機」已經過去，歷史學再次成為
一個熱點。此外，大批國學機構不斷出現，這些都在
傳達一個信息：人文學術主流化的進程重新開始了。
王學典認為，在此背景下，歷史科學大會的召開恰

逢其時。8月29日會議結束後，緊接着9月3日紀念

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舉行，這將促使人們重新反思
二戰歷史。27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研究國際委員
會舉辦的兩場會議，則是深入探討「對二戰的不同文
化反射」，會議提交的報告涉及「再議日本戰後現代
史」等內容。

「國學的目標是把人培養成一個君子」
人文學科的復興之下，傳統文化即通常所說的「國

學」也出現被追捧的熱潮。各地出現一大批國學班、
讀經班，其中一些做法受到不少人的質疑，很多人擔
心這會不會帶來封建主義的回潮。
對此，王學典認為，國學復興能否真正有生命力取

決於兩點：一是國學能否在人性的善與惡、國家制度
是選票還是選賢等問題上，與西方主流的自由主義思
想展開深度對話。二是傳統文化能否創造一個高於自
由主義的生活方式，像唐代那樣把全世界的人吸引過
來。沒有這種具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讀再多的經
典，也抵擋不住現實的誘惑」。
王學典坦言，儒學的復興不在大學、講堂或者是書

本上，而在於實踐，在於「知行合一」。西方學者在
提倡自由主義的同時，可以保持自己的個人原則。但
如果儒者說一套做一套，馬上就會失去人們的尊
敬。他認為，國學在當今最大的價值，就是使人有
教養，其目標是把人培養成一個君子。除此以外，
其他的東西都要經受現實的檢驗。

除擔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
副院長外，王學典還擔任權威學術刊物
《文史哲》的主編。創刊於1951年的
《文史哲》雜誌被稱為「文科學報之
王」，在學術界享有極高的聲譽。目前其
海外發行量居中國內地同類期刊首位。
王學典表示，《文史哲》保持其學術權
威性有幾大因素：首先是專家辦刊。雜誌
編委成員全部是學有專長的專家，涵蓋中
文、歷史、哲學各學科領域，其學術眼光
能避免文章的低水平重複；二是採取百家
爭鳴的方針。《文史哲》從創刊之初就是
各家爭鳴的平台，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

《紅樓夢》大討論，直到如今仍不斷推出
一些尖銳性問題供爭論。

「把人情的因素降到最低」
今年《文史哲》推出了「2014年度中

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這是內地
首次舉辦此類評選。此外，更扶植「小
人物」，發現學術新人。創辦《文史
哲》的山大老校長華崗，當時即要求每
期都推出學術新人，多年來李澤厚、龐
樸、李希凡等一大批著名學者都是在
《文史哲》上刊發了他們的處女作、成
名作或代表作。

除此之外，《文史哲》更敢於對大學
者的文章「動刀」甚至退稿。王學典
說，當年季羨林完成其著作《糖史》
後，曾將一篇8萬字的文章投到《文史
哲》。編委認為文章枝蔓太多，將其刪
節到2萬字發表。後來季羨林對於刊出
的改後稿非常認可。「我們對來稿的標
準，一是學術，二是思想。一些學術權
威可能思想已僵化，對於這樣的文章，
我們會大膽退稿。」王學典說，自己主
編《文史哲》十年來從未因發稿吃過別
人一頓飯。「把人情的因素降到最低，
才能保證《文史哲》的生命力。」

主編《文史哲》樹立學術權威性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曉雪、聶
晨靜北京報道）「『九一八』，『九一八』，從那
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
藏，流浪！流浪！……」在日前民革中央機關舉行
的《鏡頭中的抗戰老兵·團結行》座談會上，91歲
高齡的抗戰老兵代表李蓼源從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
金手裡接過綬帶後，難掩激動，不由自主地高聲歌
唱抗戰老歌。
李蓼源曾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
委、山西省民革主委、省人大副主任。座談會上，
李蓼源回顧了自己親歷抗戰期間的所見所感，動情
處這位耄耋老兵數次哽咽。

「燎原」為筆名 發表抗日文章
李蓼源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李際九是一位辛亥
革命志士和知名學者，曾留學日本。家學淵源，李
蓼源自幼熟讀經史，博覽群書。 1938年初秋，李
蓼源作為青年學生，從河南一路流亡到到陝西參加

抗日戰爭，後在陝西宜川秋林考入第二戰區司令長
官閻錫山任校長的中央憲校太原分校攻讀法律。
1941年畢業後，經父親的好友推薦，李蓼源擔任

閻錫山的侍從秘書。「我的任務是隨從閻錫山，記
錄他的講話、日記，管理其信件。他走到哪裡，我
就跟到哪裡，抗戰歲月至為艱辛。」在保家衛國的
抗戰年代裡，李蓼源作為閻錫山的侍從秘書，熟知
當年許多的歷史細節。
與當時許多青年一樣，李蓼源愛國熱情極高。擔

任秘書工作之餘，博學多才的李蓼源還以「燎原」
為筆名，在《陣中日報》、《抗戰青年》等報刊上
發表了很多宣傳抗日游擊隊的小說和鼓舞青年抗日
的文章。

國共合作抗日「總體情況是好的」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第二
次國共合作開始。在第二戰區，閻錫山任司令長
官，朱德為副司令長官。「我記得國共合作抗日階
段，當時總體情況是好的。」李蓼源回憶說，1937
年8月洛川會議後，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及毛澤東指
示，以中共代表身份，率彭德懷、聶榮臻、徐向
前、林彪、蕭克等人，到山西省代縣太和嶺閻錫山
的行營指揮部，同閻錫山商議部隊部署。
談及此事，李蓼源至今仍記憶猶新：「9月12

日，周恩來陪朱德來太和嶺見閻錫山，閻錫山熱情
接待。」之後閻錫山任命朱德為八路軍和東路軍總
指揮，雙方對八路軍進入山西後的指揮關係、作戰
原則，以及雁門關、平型關的防禦，定了四點原
則，並與傅作義部進行了精心協商。

「處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
據李蓼源回憶，1938年9月，朱德曾兩次到吉縣
訪閻錫山，商談抗日問題。當時閻錫山又請薄一波
等人到山西。薄一波巧妙利用閻錫山的口號，建立
起各種民主組織、戰動會等，尤其是成立了犧盟
會，由閻錫山兼任會長，薄一波負責具體事務。
「犧盟會發展很快，壯大時曾有300萬人，游擊

隊好多負責人都是犧盟會會員，閻錫山轄下有七個
行政區及游擊區被犧盟會控制，薄一波曾兼任一個
區的專員，閻錫山還一度擬讓薄一波任省府要

職。」
不可否認的是，八年抗戰時期，國共之間的合作

也一直伴有不同程度的摩擦。李蓼源還記得，1939
年9月周恩來曾給閻錫山寫過一封長達七頁的信
件，談山西地區新、舊軍軍事合作的問題。「周恩
來請閻錫山設法解決新、舊軍的矛盾摩擦，信中說
道：『處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

屏障大西北 拱衛大西南
從1941年起，李蓼源隨閻錫山在山西工作了近五
個年頭，他也因此見證了山西作為華北重鎮在抗戰
中所作出的重大犧牲。「牽制日寇，屏障大西北，
拱衛大西南，抵制日軍侵略。」他如此描述山西在
抗戰中的作用。
李蓼源歷數抗戰期間山西境內的重要歷史戰役：

南口戰役、天鎮戰役、廣靈靈口戰役、大同戰役、
平型關戰役、崞縣平原戰役、朔縣戰役、寧武戰
役、娘子關戰役、忻州戰役、中條山戰役。「烽火
戰場在山西境內，人民生命財產損失難以估計。」

老兵李蓼源:

「艱苦備嘗，
但抗日信心堅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

仁通過發佈《停戰詔書》，宣佈
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規定的各
項條件，無條件投降。轉眼70年
過去，當年風華正茂的青年李蓼
源，如今成為了一名年逾90高
齡的抗戰老兵。但他永遠記得那
一天：「1945年8月15日，我
隨閻錫山駐防山西省孝義樊莊，
當夜忽聞日本天皇宣佈投降，頓
時全村歡呼雷動。」
「我雖隨閻錫山東西奔波，
艱苦備嘗，但抗日信心堅
定。」李蓼源說道，以前就有
人問他對中國抗戰的感想，他
的回答是：「抗日救亡，我輩
天職，堅信抗戰必勝，復興成
功。」

他還引用《孟子》中的一段
經典，來表達對當年千千萬萬
同胞與日寇血肉相搏，堅持抗
戰，最終迎來勝利曙光的感
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李蓼源說：「方成
大器，誠則斯方。」
李蓼源至今猶記得，2005年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
周年之際，時任山西省委書記
張寶順代表中央軍委、省委、
省政府向李蓼源等十位山西抗
日老同志代表頒發「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勝利 60 周年紀念
章」。李蓼源說：「這是對抗
戰老兵的一種尊重，也是對我
抗戰榮譽的一種肯定。」

■抗戰老兵李蓼源。 記者王曉雪攝

■民革中央副主席劉家強慰問李蓼源。 本報北京傳真■閻錫山（1883年－1960年） 資料圖片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學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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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標識。 本報濟南傳真

■山東大學裡上世紀五十年代八位著名歷史學專家的塑像，
史稱「八馬同槽」。 本報濟南傳真

■王學典接受本報專訪。 本報濟南傳真

■山東大學老山東大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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