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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一生数次东渡日本。留日期间的章太炎其思想深受明治时期思想的影响，因此章太炎“国

学”与日本学术有深刻的关系。又因为近代中国的国学界,普遍地把近代日本的学术称之为“东学”，

那么，分析近代章太炎国学与日本学术的渊源，也可以称为分析章太炎国学的东学渊源。

一、章太炎以近代日本为媒介积极吸取西洋近代思想时期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以来，具有强烈的中华意

识。所谓中华意识，就是以中华自己为世界的中心，不承认中国与异民族的对等性，所以中国吸取西

洋文明这方面的意识有很大的障碍。……中华意识，是通过儒教强烈表现出来的民族标志，儒教对中

国人的精神世界来说，从宇宙论到政治论、伦理的认识问题，具有广泛的实际意义，以儒教为核心的文

化体系的绝对性是不容置疑的，中华意识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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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华意识被迫发生变化。……然而必须明确，章炳麟是通过以日本为中介摄取西洋近代思想

的。……中国摄取西洋文明的契机，是鸦片战争的失败。”[1]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大批中国留学

生前往日本，中国文人通过日本为媒介也更加了解了西方文化，日本学者小林武认为：“中国对西洋近

代文明的摄取，是日清战争后急激进行的，经历了鸦片战后大约五十年，需要时间也是当然的。”[2]章太

炎在《菿汉微言》中也说:“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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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姉崎正治著作的地方多到八处。其二，从姉崎正治获得的知识不是断章取义，是借用了其基本概念

也进行了自己的议论。其三，对姉崎正治论文的大约三分之一进行了全译，也借用了其论述的结构。

首先看一下章炳麟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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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批判叔本华伦理学说的功利主义为触发点吧。中国的状况，当时当然不是市民社会，产业化的功能

也极其微弱。明治三○年的风潮中，日本摸索革命道德的思想也给予了章炳麟很大的刺激。”[1]

章太炎借助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了解柏拉图、康德、斯宾诺莎等近代西方思想家。“明治时期，开

始着手研究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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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意识增强，思想发生了回转，他认为‘国学’是围绕民族精神、能引导彻底革命运动之学。”[1]“章太

炎主张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反对崇洋媚外。中国首先要学习中国文化，但也不应当拒绝优

秀的外来文化。他对当时崇拜西方文化乃至于主张全盘西化的潮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近来

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曝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

绝。’章太炎指出，如此盲目媚外，自暴自弃，是非常有害的。……章太炎提倡国粹，他说……‘别国人

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坏，都不能作定论’。”[2]章太炎受当时时局的

影响，不能再沉浸在考据学中，时代要求促使他参加了变法运动，因为他深深感到了亡国的危险，当时

的形势促使他关注政治，并且在国家政治性的危难中，还写出了《国故论衡》等著名著作。

中江兆民的《道德大原论》对章炳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小林武指出：“中江兆民翻译的《道德大原

论》中，利他性的行为原论给予章炳麟很大的刺激。”[3]“章炳麟积极吸取西洋近代思想的《訄言》时期，

与强烈地批判西洋近代时期，可以看出，吸取与批判，意味着两件事，其一，作为古典研究大家的章炳

麟，开始了使中国相对化，即使他对中国古典多么难的论述，也没有把中国的精神世界的优先位置作

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在更广阔的世界中重新认识中国，以对西洋近代思想的批判为诱发，再发现中国

精神的独自世界，流入对西洋文明的对抗，目标是复兴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这样的功能，可以看作是

文化运动，他主导形成了国学运动。”[4]

虽然章太炎没有明确地把“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在一定意义上，章太炎把“国学”看作国故之

学，并且写有著名的著作《国故论衡》。“国故”被认为包括中国一切历史与文化。章太炎在其著作《国

故论衡》，分了上卷小学十一章、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三个部分来论述，在章太炎的“国学”

中，讲“小学”是必不可少的，章太炎认为“小学”是“国故”之本。“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

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5]“太炎先生的小学成就，还在于他把语言文字学作为宣传爱国思想，激发

民族自尊心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振兴民族文化，挽救祖国命运的一个重要手段，即他一贯提倡的‘以

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国粹’就是他所说的祖国历史—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

及风俗。”[6]章太炎《訄言》中有学术史的内容。“章太炎开其端，在其1899年辑订的《訄言》初刻本中，便

已有论述学术史的内容。1902年删节修订《訄言》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

容，此后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清代学术涵盖领域甚广，举凡经学、史学、子学、小

学、地理、金石、天文、历算等皆在其范围之内。但其特色为考据，考据学是清一代的标志性学

问。……实在讲来，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7]“太炎研修经学、小学、

史学等。经学是儒教经典的解释学，他通过研究《春秋左转》，写了《春秋左传读》与《春秋左传氏疑义

答问》等著作，属于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越等皖派经学的系谱。小学是指以经典研究为基础的

传统性语学，有音韻、训诂、文字，他著有《新方言》、《文始》等学术史著作。史学是关于制度、文物等历

史性研究的学问。太炎是从儒教经典的历史形成为研究契入点的，并且关注了诸子学。清末诸子学

复活了近百年，研究重点以训诂为主的探讨转移到以思想内容吟味的研究。太炎的《訄书》、《齐物论

释》等是清末诸子学的代表，被胡适赞为‘空前的著作’。”[8]

章太炎的“国学”，研究范围很广，不仅对庄子研究的《齐物论释》著名，而且对老子、管子等都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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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例如章太炎研究老子时候说：“至于老子之道最高之处，第一看出‘常’字，第二看出‘无’字，第三

发明‘无我’，第四倡立‘无所得’三字，为道德之极则。”[1]章太炎研究管子时候指出：“《管子·戒》第二十

六‘孝弟者之祖也’。祖与本同，有子乃述管子之语耳。……试问如何爱国？爱国者，爱一国之人民

耳。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人民哉？由此可知孝第为仁之

本，语非虚作。”[2]

章太炎讲国学，他自己认为只是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3]。章太炎讲国学有时还把

国学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讲“国学”之本体，在讲述“国学”之本体时强调“经史非神话”、“经典诸

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章太炎把国学之派别分为：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

由此也可以看出章太炎把经学、哲学、文学都归属于“国学”。1922年4月到6月之间，章太炎在上海

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学”演讲。曹聚仁聆听章太炎的演讲做了笔录，并出版了《国学概论》，曹聚仁在

《国学概论》小识中说：“国学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过去的智识，和他发生密切的因果关系；因

此我们急要明白：国学的精华何在？他以后还有存在的价值没有？如果国学是腐败的骸骨，不该容他

存留着，我们可赶快荡除净尽；如其中尚包藏着精金，也应从速发掘；决不可彷徨歧路，靡所适从。在

取舍问题急待解决当中，非研究国学，别无解决的途径。这是第一层原因。在我们以前，既没人曾把

国学整理一下，到现在还仿佛一大堆乱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以及其他各种科学都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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