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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套以近代国学大师为撰述对象的大型学术丛书，引“国学热”风气之先。全面评价和
把握国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助读者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
化的大趋势。 

 

内容简介

张元济评传
这些论述反映出张元济站在近代民族主义立场上对国家主权问题的重视。当时在国民意
识日趋强烈之际，许多知识分子已将国家理解为民众的公有财产，因而当外来扩张侵略
趋于急迫时，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便越来越注意到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有一位美国学者曾
对《清季外交史料》中“主权”二字的出现概率作过统计，指出这一名词在1875—1894
年里每一百页仅出现一次，在1895—1899年间为2.5次，1900—1901年增加到8.8次，而在1
902—1910年里，每一百页已多达22次。②这一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出清末在外交上日趋
重视国家主权的倾向，而《外交报》则在这方面起了领导潮流的作用。

这些论述反映出张元济站在近代民族主义立场上对国家主权问题的重视。当时在国民意
识日趋强烈之际，许多知识分子已将国家理解为民众的公有财产，因而当外来扩张侵略
趋于急迫时，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便越来越注意到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有一位美国学者曾
对《清季外
交史料》中“主权”二
字的出现概率作过统计，指出这一名词在—
年里每一百页仅出现一次，在—年间为次，—年增加到次，而在—
年里，每一百页已多达
次。②这一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出清末在外交上日趋重视国家主权的倾向，而《外交报
》则在这方面起了领导潮流的作用。 

铁路是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生产第四部门（仅次于采掘、加工工业和农业）的主要构成部
分，在一个国家的生产和分配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不言而喻。因而外国殖民主义者来到
中国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蓄意攫取筑路权，使铁路成为其割据中国领土的双刃剪刀，或
吮吸中国人膏血的管道。张元济自戊戌年以后，已逐渐认识到铁路国有化在振兴实业和
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的关键作用，对外国列强的染指企图深怀戒心，他断言：“外人今日
断不能瓜分我国，事机之熟，其必在二三十年后铁路大通之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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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言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
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
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
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
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
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
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
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
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
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
应的阅历），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
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
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
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
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
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
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
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
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
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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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那里去！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
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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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国学大师丛书》表现了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了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
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规模宏大，意义深远
。——张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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