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躬耕中華歷史文化和儒學領域近40載，
已是花甲之年的王學典依然保持着年

輕時的激情與活力。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
表示，20世紀以來，中國始終未形成一個
穩定的、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戰略。他倡
導以孔子故里山東曲阜為試點先行推廣傳
統文化。

眉雖染白霜 心不忘憂國
少年時代，王學典就對中國傳統文化特

別是歷史學情有獨鍾。高中畢業後，尚在
鄉村從事供銷社工作的王學典，自費訂閱
了復刊不久的《歷史研究》和《文史哲》
等雜誌，在浩瀚書海中孜孜不倦地吸取知
識的養分。1979年，王學典考入山東大學
歷史系，從背着行囊進入校園的第一天
起，王學典就下定決心此生不再離開。
上世紀90年代，全民經商，教師下海，
校內法學、經濟學很火爆，歷史系則招生
困難，教師的工資兩極分化嚴重，王學典
亦從未動搖或削弱做學問的心，「沒炒過
一次股，沒經過一天商」，他感覺自己不
是那塊料，只會做學問，再苦再累從未後
悔過。
他在上世紀80年代即提出「物質生產財
富的歷史是勞動者和剝削者共同創造的」
觀點，曾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從而一舉
成名。有評價說，作為一名活躍在當今史
壇上的「少壯派」學人，從上世紀80年代

躋身啟蒙思潮主流中的青年先鋒，到90年
代廣為人知的學界中堅，王學典幾乎成為
近30年來中國史學思想史變遷的一個縮
影。而思想型學者可能是對王學典最為恰
當的定位。
「一定要做你樂在其中的工作，這是不
竭的動力。」王學典說，他沒有更高的追
求，但始終有一個抱負，就是要用自己的
文章來匡正天下，矯正歷史前行的航向。
去年，王學典在清華大學學報發表了一篇
《中國向何處去——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
走向》的演講稿，很多人說這個題目引人
注目，但卻不知他對這個題目已經思考了
近40年。
王學典說：「伴隨着共和國一路走過

來，親眼看到國家走了很多彎路，因此始
終有一種家國情懷，位卑未敢忘憂國。」
因眉染白霜、敢於直言，王學典被外界稱
為「白眉大俠」或「白眉學者」。「人雖
老血未涼。」是他很欣賞的一句話，他也
一直堅持寫有溫度的東西，「沒有很大衝
動的東西寫不出來。」

功利拜金頻現 面臨道德危機
潛心研究中華歷史及儒學近40載，王學

典從未想到國學在民間會備受追捧。各類
國學班、讀經班、研討會、論壇比比皆
是，大量資本也在不斷湧入此領域。但在
王學典看來，儒學的振興不在於研究院和

讀經班多少，而是在於生活方式的重塑。
「最近兩度去曲阜，孔廟門前的行人哪
有朝聖之心？孔廟變成到此一遊的景點以
及地方的『搖錢樹』，不是正路。」 王學
典說，受社會轉型的影響，現在民眾非常
焦慮，完全悖離了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
而儒學的生命力在於打造一種高於西方自
由主義的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上下和
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像君子國一
樣」，自有「萬國來朝」。
「近30年來，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走向極端之後，出現了功利主義和拜金主
義，使道德和信仰的位置岌岌可危。」王
學典直言，中國現在正從以經濟建設為中
心，向以文化重建、精神重建、道德重建
為重心的階段轉變，而道德、精神重建的
資源，最合理的選擇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可以看到，十八大以來中國在繼續發
展經濟的同時，已開始向道德重建、精神
重建轉移。
王學典建議儒家生活方式樣板的重構應

從孔孟之鄉山東開始，尤其從曲阜開始。
而重建禮儀之邦，把儒學理念植根在人的
本性和生活方式之中，這亦應是中國未來
的大國形象。在他看來，習近平總書記多
次在不同場合提出「要弘揚中國的傳統文
化」，並大量引用傳統經典，不僅使傳統
文化在民間掀起熱潮，中國的文化戰略也
已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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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學典看來，中華傳統文化夢寐以
求的春天已經到來。「自『五四運動』以
來，中國佔主流地位的一直是反傳統傾
向。國學研究的進行基本是靠學者自身的
興趣。1989年以後，雖然傳統文化的研
究已經獲得合法性，但並未得到大力提
倡，仍認為傳統文化是保守的標誌。」王
學典坦言，特別是十八大以後，中國對優
秀傳統文化的強調，是近30年來指導思
想上的一個巨大變化，對國學研究、儒學
研究而言是一個重大機遇。而2013年11
月26日習近平考察曲阜，標誌着近一個
世紀反傳統傾向的終結。
王學典認為，天時地利人和均已具備，
「各方資源雲集，已形成100多年來從未
有過的傳統文化復興的局面。」王學典表

示，最近學術領域的所有熱點事件，包括
尼山論壇、北京論壇、上海論壇等等，幾
乎都和傳統文化有關，這意味着傳統文化
已從乏人問津的邊緣地帶變成熱點，預料
未來一段時間之內，人文學說、古典學術
和儒家文化等傳統優秀文化將在中國教育
和文化體系中佔據更重要的地位。
王學典坦言，半部《論語》治天下的

時代已經過去，治理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
舉措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人文理念，必須
更多依靠現代社會科學。因此，他建議把
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進行社會科學化處理
和冶煉，可學習西方把古希臘、羅馬人文
思想轉化為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的經驗，將
中華傳統文化進行社會科學化轉化，從而
為傳統文化注入新的生命。

「儒」沐春風 地位提升

據《史記》記載，孔子父母「禱於尼丘
而得孔子」，尼山因此聞名遐邇。2012年7
月，山東大學決定設立古典學術人才培養
實驗班，命名為「尼山學堂」。 其「繼絕
學、鑄新知」的培養理念，是內地高校人
才培養模式的又一創新。

今年面向港澳台招生
作為傳統文化人才的培養基地，「尼山

學堂」境外班今年面向港澳台招生。據王
學典介紹，「尼山學堂」由山東大學儒學
高等研究院負責教學及學生管理工作，每
年招生規模為25人左右，實行小班授課，
主要在山東大學各專業大二學生中選拔，
招收真正對古典文化感興趣的學子，作為
國學傳承和研究的後備軍。
據了解，「尼山學堂」的課程設置以經

史子集等原典精讀和專題研討為主，學生
按規定修學通識教育必修課程，部分課程
採用英語教學，並引入國外漢學家授課，
兼修西方哲學和西學史等課程，提高學生

跨文化交流能力。
王學典認為，以文史見長的山東大學面
臨難得的發展機遇。位於孔孟之鄉和儒家
文化的發祥地，山東大學擁有其他高校無
法複製的人文資源優勢和實力雄厚的文史
研究基地。值得一提的是，山東大學擁有
全世界最大的儒學研究機構——儒學高等
研究院，並牽頭聯合清華大學、浙江大學
等高校組建了儒學研究航母——「儒家文

明協同創新中心」。
「境外學子選擇到山東大學研究傳統文

化和儒學，接受系統的古典學術傳授，不
僅會倍感親切，更能夠實地考察大量儒家
文化遺存，歷史將會證明這是最佳選
擇。」王學典表示，現代技能加上古典智
慧，會使一個人立於不敗之地。港生經過
四年的國學培養，若再學習一門現代技
術，前途將會不可限量。

國學熱是大勢所趨，但也導致了整個
社會一哄而上。王學典認為，國學不能以
利為主成為一種生意。「現在的國學班物
化很厲害，拿孔子來掙錢，拿傳統文化來
掙錢，國學推廣現狀泥沙俱下，良莠不
齊。」
王學典表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

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推廣先要能成為一種職
業。目前，社會和家庭在這方面的認可度
還很低。儒學歷經幾千年而不被淘汰，一
定仰賴它所賦有的智慧，如何把這些智慧
變成自身知識結構的補充十分重要。學界
應該把現代社會科學和古代傳統的人文理
念相結合，讓更多的人掌握國學的智慧。
儒學不僅要走進尋常百姓家，更應該
首先進入政界和官場，培養為官者的君子
人格。王學典表示，他主張復興建立一種
「政界儒學」。儒家常言：「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社會

的風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為官者的風尚、
精英人物的風尚所引領。當前，如何把政
界的從業者進一步培養為正人君子，或許
比在老百姓中普及儒學更為迫切、更為重
要。「各級官員若按儒家文化來自我約
束，慎獨、克己、自律，足以消滅相當一
部分人犯罪的可能。」

倡建「政界儒學」
促官員克己自律

王學典簡介
山東滕州人，1956

年1月生，山東大學教
授，現任山東大學儒學
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兼《文史哲》雜誌主
編。長期致力於史學理
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國
現代學術文化史研究，
尤長於中國現當代史學
思想及思潮研究，為本
領域的代表性人物之
一。
出版有《二十世紀後

半期中國史學主潮》、
《20 世 紀 中 國 歷 史
學》、《20世紀中國
史學評論》、《20世
紀中國史學編年》（4
冊）、《新史學與新漢
學》、《顧頡剛和他的
弟子們》、《翦伯贊學
術思想評傳》等，主持
編纂《山東文獻集成》
（200冊）等。是國務
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評審
組專家、山東省政協委
員、山東省文史館館
員。

近幾年來，內地掀起新一輪「國學熱」，作

為活躍在當今學壇上的「中堅派」學人和海內

外知名的學術史專家，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

院常務副院長、《文史哲》雜誌主編王學典關

於儒學的諸多論述，常常在學術界引起廣泛關

注。他認為，近年來隨着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

頻現，道德和信仰的位置岌岌可危，應該把儒

學理念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重建禮儀

之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楊奕霞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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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進入山東大學的第一天起，王
學典就決心此生不離開校園。

本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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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典的著作。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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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典依然保持年輕時的激王學典依然保持年輕時的激
情與活力情與活力。。 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