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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硬核保护带理论，构建中国国学经典传承体系需要系统观和整体论。根据现代学科门类，首先构建各个学科门类的

中国国学经典传承体系，然后进行综合，构建完整的中国国学经典传承体系。中国国学经典传承要从硬核开始，逐渐向外扩展，依

次展开，这样才能纲举目张、抓住要点、循序渐进、有章可循。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hard core and protective bel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heritance system of Chinese classics requires 

the systematic view and the holistic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disciplines, �rstly construct the inheritance system of Chinese classic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then carry out the synthesis to construct a complete system of inheritance of Sinology classics. The inheritance system 

of Chinese classics should start from the hard core and gradually expand outwards in order, which can outline the objectives, grasp the key 

points, step by step, and have rules to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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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构建中国国学经典传承体系需要多层次、多视角。任何

一种尝试只能看作阶段性成果，经过反复多次否定之否定，

逐渐地综合集成，才能逐渐靠近真理。论文以中国国学大师

推荐书目和中国国学套装收录书目为素材尝试构建中国经典

传承体系。

2 中国国学大师推荐中国国学书目的分析

选取 11 个中国国学大师推荐中国国学书目，有胡适 1920

年《中学国故丛书》31 种、胡适 1923 年《实在的最低限度的

书目》50 种、梁启超 1923 年《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28 种、

顾颉刚 1925 年“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14 种、

鲁迅 1930 年“学习中国文学书目”12 种、汪辟疆 1942 年“中

国国文最切要的源头书书目”10 种、朱自清 1940 年代《经典

常谈》若干种、钱穆 1978 年“中国人所有人必读的书”7 种，

张岂之、徐葆耕 1997 年《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

包括中国文化 22 种、中国文学 23 种、50 多位教授 1998 年《北

京大学学生应读选读书目（人文部分）》包括应读中国书目

19 种、选读中国书目 16 种、季羡林推荐文学书 10 种。每位

中国国学大师研究兴趣不同，推荐书目也迥然不同。统计分

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2.1 中国国学大师推荐的中国国学书目主要集中在文

史哲三个领域

尽管这 11 份书目显示出中国国学大师研究的侧重点各

不相同，但他们所推荐的中国国学书目主要集中在文史哲三

个领域，这反映了中国国学中文史哲较为发达的事实，也反

映了中国国学大师主要集中在人文学科领域，书目本身就不

全面。

2.2 推荐次数较多的书目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国学经典

受重视的程度

不同书目侧重点不同，例如，书目 4 聚焦中国史，书目

5 和 11 偏重中国文学，书目 6 针对中国国文，书目 8 指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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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释。推荐次数较多的书目往往最值得重视。儒学书目最多，

易墨法杂书目较少，《墨子》《韩非子》各 4次，《论衡》5次。

2.3 哲学重视儒道释的说法在书目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儒家论孟荀各 7次，《礼记》4次，学庸《传习录》各 3

次，道家老庄各 6次，佛家《坛经》4次。“佛教十三经”“释

教十三经”反而没有推荐，佛经并不被中国国学大师所重视。

2.4 文学中的诗歌和散文受到中国国学大师更多的重

视和推崇

诗歌中《诗经》6次、《楚辞》5次，李、杜各 4次。小

说中三水西红聊儒六大名著，《红楼梦》4次、《儒林外史》

3次。书目 3推荐了戏剧中西琵亭扇殿。《说文解字》2次。

2.5 史学中史学传统经典受到中国国学大师的更多 

推荐

先秦史学中《左传》5次；《战国策》3次，《书经》2次。

中国国学大师一致推荐“前四史”，其中，《史记》6次、《汉

书》4次。编年体类，《资治通鉴》3次。

2.6 中国国学大师推荐的书目会造成知识结构上的偏

颇与畸形

单独一份书目，其研究范围各有侧重。综合起来看，基

本上集中于文史哲，既忽略了社会国学中经法教军管，又忽

视了自然国学中理工农医，中国学者知识结构之偏颇可见一

斑。自然国学中农医天算陶丝建水等重要成就，得不到传承

和发展。

综合 11种中国国学大师推荐书目，还不足以构建中国国

学传承体系。从文史哲的深度上是可以的，但从十三大门类

广度的系统整体构建上，远远不够，还需要对经法教军管，

尤其是理农工医等重要经典进行研究与整合。

3 中国国学经典套装书目的分析

中国国学经典套装书目选取较流行的 9个代表性书目。

中华书局 2017年 5月 31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推荐

书目》233种、中华书局 2016年《中华经典藏书》[1]、中华

书局 2016年《中华中国国学文库》[2]、中华书局 2011年《中

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3]、线装书局 2011年《中华

传世藏书》[4]、海潮出版社 2009年版“中国国学经典套装”[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年版《领导藏书 66金典》[6]、江苏凤

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版“古法今观——中国古代科技名

著新编”[7]、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中国古代科技名著

译注丛书”[8]。经过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3.1 对人文中国国学的分析

3.1.1 哲学

易：《周易》7次；道：《庄子》8次；《老子》《列子》

各 7次。儒：《论语》8次；“孟荀学庸”各 7次。墨：《墨子》

6次。杂：《吕氏春秋》6次；《淮南子》5次；《晏子春秋》

4次。佛：《坛经》5次。

3.1.2 文学

诗歌：《诗经》《楚辞》各 5次；《唐诗三百首》4次；

《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千家诗》各 3次。散文：《古

文观止》《容斋随笔》各 5次。长篇小说：“三水西红儒”

各 2次。短篇小说：《世说新语》6次；《搜神记》《聊斋志

异》《阅微草堂笔记》各 4次。戏剧：《窦娥冤》《西厢记》

各 3次；《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各 2次。文学批评：

《文心雕龙》《人间词话》各 4次。语言文字：《尔雅》《说

文解字》各 2次。

3.1.3 历史学

先秦史：《尚书》《左传》《战国策》各 6次，《国语》

5次；《公羊传》《谷梁传》《吴越春秋》各 2次。纪传体：

“前四史”各 5次。纪事本末：《资治通鉴》4次，《读通鉴

论》2次。通典：《文史通义》3次，《史通》2次。其他：《贞

观政要》6次。

3.2 对社会中国国学的分析

经济学：仅《盐铁论》3次。法学：《韩非子》7次；《管子》

5次、《商君书》4次。管理学：《鬼谷子》6次；《反经》《智囊》

《申鉴》《三事忠告》《学治臆说》各 2次；《人物志》4次，

《冰鉴》3次。军事学：《孙子兵法》7次，《三十六计》5次，

《六韬》4次；《吴子》《孙膑兵法》各 3次，《尉缭子》2次。

教育学：蒙学《千字文》6次，“三百弟”各 5次，处世《菜

根谭》5次，《小窗幽记》《围炉夜话》《格言联璧》各 3次，

《增广贤文》2次。家训：《颜氏家训》6次，《曾国藩家书》

5次，《孔子家语》3次。

3.3 对于自然中国国学的分析

理学，算学《九章算术》3次，《周髀算经》2次。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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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5次；《水经注》4次，《洛阳伽蓝记》《徐霞客

游记》各 3次。工学：《梦溪笔谈》5次，《天工开物》《酒经》

各 3次；《随园食单》《考工记》各 2次；《营造法式》2次。

农学：《茶经》4次，《齐民要术》3次。医学：《黄帝内经》

6次；《本草纲目》《食疗本草》《饮膳正要》《洗冤集录》

各 2次。

科学可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国国学

也可分为人文国学、社会国学、自然国学。人文国学所占比

重较大，受到更多关注；社会国学和自然国学相对不受重视。

构建中国国学经典传承体系，要重视自然国学，进行综合平衡。

4 中国国学经典传承体系的构建

综合分析上述 20个书目，作如下分析：

4.1 哲学

易：《周易》10次。道：《老子》13次，《庄子》14次；

《列子》7次，《抱朴子》4次。儒：《论语》15次，《孟子》

14次，《荀子》13次；“学庸”各 10次，《礼记》9次，朱

熹王阳明各 7次；《孝经》《周礼》各 5次，《仪礼》4次，《忠

经》3次。墨：《墨子》10次。杂：《淮南子》《论衡》各 7

次，《吕氏春秋》6次，《晏子春秋》4次。佛：《坛经》9次。

4.2 经济学

《盐铁论》3次。

4.3 法学

《韩非子》11次；《管子》5次；《商君书》4次。

4.4 教育学

蒙学：《千字文》6次，三百千弟各 5次；《声律启蒙》

《幼学琼林》各 2次。处世：《菜根谭》5次，《小窗幽记》

《围炉夜话》《格言联璧》各 3次，《增广贤文》2次。家训：

《颜氏家训》6次，《曾国藩家书》5次；《孔子家语》3次。

4.5 文学

诗歌：《诗经》11次，《楚辞》10次；《唐诗三百》《李

白集》《杜甫集》各 6次；《陶渊明集》4次，《宋词三百》《元

曲三百》《千家诗》《白居易集》《辛弃疾集》各 3次。散文：

《古文观止》7次，《容斋随笔》《文选》各 4次；“韩柳欧王”

各 3次。长篇小说：《红楼梦》6次，《儒林外史》5次，《水

浒传》4次，《三国演义》《西游记》各 3次。短篇小说集：

《世说新语》10次；《搜神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

各 4次。戏剧：《西厢记》《桃花扇》各 4次；《窦娥冤》《牡

丹亭》《长生殿》各 3次。文艺学：《文心雕龙》《人间词话》

各 5次；《诗品》《闲情偶寄》各 2次。语言文字：《说文解字》

4次，《尔雅》2次。

4.6 历史学

先秦史：《左传》10次，《战国策》8次，《尚书》7次；

《国语》5次，《公羊传》《谷梁传》各 3次。纪传体：《史

记》11次，《汉书》9次，《后汉书》6次，《三国志》7次。

纪事本末：《资治通鉴》7次；《读通鉴论》3次。通典类：《文

史通义》3次，《史通》2次。其他类：《贞观政要》5次。

4.7 理学

算学：《九章算术》3次，《周髀算经》2次。地理学：

《山海经》6次；《洛阳伽蓝记》《徐霞客游记》《水经注》

各 4次，《大唐西域记》3次。

4.8 工学

手工业：《梦溪笔谈》5次；《天工开物》《酒经》各 3次，

《考工记》《随园食单》各 2次。建筑：《营造法式》2次。

4.9 农学

《茶经》4次，《齐民要术》3次。

4.10 医学

《黄帝内经》6次；《本草纲目》《食疗本草》《饮膳正要》

《洗冤集录》各 2次。

4.11 军事学

《孙子兵法》9次；《三十六计》5次，《六韬》4次，《吴

子》《孙膑兵法》各 3次。

4.12 管理学

智谋：《鬼谷子》6次；《反经》《智囊》《三事忠告》

《学治臆说》各 2次。命理：《人物志》4次，《冰鉴》3次。

5 结语

以现代学科作为划分标准，根据硬核保护带理论，归纳

出中国国学经典传承体系（见表 1），以求教于学界先贤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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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国学经典传承体系

门类 小类
硬核 保护带一 保护带二

核心经典 基本经典 扩展经典

哲学

易 周易 易传

道 老子、庄子 列子 抱朴子、文子

儒墨 论孟荀、墨子 礼记、学庸、朱王 孝忠、周礼、仪礼

杂 论衡、淮南子 吕氏春秋 晏子春秋

佛 心经、坛经 法华经、楞严经 无量寿经

经济学 盐铁论 管子

法学 韩非子 管子、商君书 申子、慎子

教育学

蒙学 三百千弟 律韵琼龙 养正图解

处世 谭炉窗 格言联璧 增广贤文

家训 颜氏家训 曾国藩家书 孔子家语

文学

语言 说文解字 尔雅 马氏文通

诗歌 诗经、楚辞 唐诗三百、李杜 宋词三百、元曲三百

散文 古文观止 容斋随笔、文选 韩柳欧王

长篇小说 红楼梦、儒林外史 三水西 封神演义、镜花缘

短篇小说 世说新语 搜神记、聊斋志异 阅微草堂笔记

戏剧 西厢记、桃花扇 牡丹亭、窦娥冤 长生殿、琵琶记

文论 文心雕龙、人间词话 诗品、闲情偶寄 沧浪诗话

历史学

先秦 左传、战国策 尚书、国语 谷梁传、公羊传

纪传体 前四史 后二十史 清史稿

编年体 资治通鉴 读通鉴论 续资治通鉴

通典 文史通义 史通、通典、通志 文献通考

其他 贞观政要 书目问答 四库全书总目

理学
数学 九章算术 周髀算经 算经十书

地理 山海经 徐霞客游记、洛阳伽蓝记 水经注、大唐西域记

工学 梦溪笔谈 天工开物、酒经 考工记、营造法式

农学 齐民要术、茶经 农桑辑要 农政全书

医学 黄帝内经 本草纲目、食疗本草 饮膳正要

军事学 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孙膑兵法 武经七书

管理学
智谋 鬼谷子 反经、智囊 三事忠告、学治臆说

命理 人物志 冰鉴 挺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