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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学是指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形成的所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粹(精华)与学术的总称。季羡林国学思想内

涵丰富，其主要成就包括“大国学”观、文化自信、“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等思想。新时代学习和弘

扬季羡林国学思想有重要的价值，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不断推进季羡林的国学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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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hought is a general of essence and scholarship about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what 
The Chinese nation was formed over five thousand years. Xianlin Ji’s Chinese thoughts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his major achievements include the view of “great Chinese studie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o on. In the new era, 
learning and carrying Xianlin Ji’s Chinese thoughts has important valu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should promote Xianlin Ji’s Chinese thoughts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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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羡林国学思想的主要成就 

季羡林的国学思想内涵丰富，既包括“大国学”观和文化自信，又包括“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等思想。 

1.1. 大国学观[1]  

第一，季羡林认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不是狭义的国学。认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 56 个民族的文

化，都应包括在“国学”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统一的中

国文化共同体。第二，认为文化交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输出的，二是舶来的，即“开门”与“开窗”。

第三，认为现在的国学研究较为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被挖掘出来。认为儒家、道家是传统

文化，佛家也是，在唐代儒释道三教都是统一的。第四，认为振兴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

词或翻版，而应还原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学术。第五，主

张发展国学要实现“三个贯通”，即古今贯通、中外贯通、文理贯通。季先生认为，国学是发展着的概

念，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学发展不是要人们去默守祖先留下的固有观念和思想，而是要在批判继承

的基础上实现古今贯通、中外贯通和文理贯通。 

1.2. 文化自信 

季羡林认为，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故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自信。

季羡林为此提出了“河东河西论”[2]，并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四大体系：一是中国文化体系(其中包含日本文

化，后者有了某些改造与发展)；二是印度文化体系；三是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亚述以至阿拉伯伊斯

兰闪族文化体系；四是古希腊、罗马以至近现代欧美的印度欧罗巴文化体系。其中前三种文化体系是东方

文化体系，后一种是西方文化体系。季先生认为，西方文化受东方文化影响殊深，甚或欧洲文明来自东方。 

1.3.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思想 

季羡林认为，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他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

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3]。季先生坚持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是迥异的，而且，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季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而东方文

化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思维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

是这种思想在哲学上的凝练表述。 

1.4. 季羡林晚年关注的其它问题 

季羡林晚年提倡和谐，强调和谐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最好礼物；认为“学习国学要从娃娃抓起”，

主张“背书有用”；主张“《儒藏》非作不行”，认为《四库全书》代替不了《儒藏》；强调“人生四

要”，即“爱国、孝亲、尊师、重友”[4]。 

2. 季羡林国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2.1. 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向深入 

国学是关于传统文化的学问。季先生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拥有 5000 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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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卓越的贡献。很难想象，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的文化五色杂陈，头绪

万端。我们要像韩愈说的那样：“沉浸醲郁，含英咀华”，经过这样细细品味、认真分析的工作，把其

中的精华寻找出来，然后结合具体情况，从而发扬光大。新时代学习和弘扬季羡林国学思想，人们就会

深切感到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和亮点。我们学习

季羡林国学思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继承和发扬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全貌的传统文化。可见，振兴

和致力于推广季羡林国学思想，这将大大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度和广度，

推进其在认识和实践中不断走向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

统文化”[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

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不断丰富。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

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 

2.2. 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季羡林先生博大精深的国学思想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一座宝库。季羡林关于中外传统文化、东西

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季羡林学派”，如何归纳、研究并使之发扬光大是今后学

术界的新课题。季先生对东西方文化比较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主张“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的观点，

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在比较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东方的“天人

合一”等思想和观点，对东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显

然，新时代学习和弘扬季羡林国学思想，必将大大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

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成文化强国，迫切需要精

准把握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季羡林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

史背景、经济模式和政治结构等客观条件的作用下，经过长时间的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复杂的

文化体系，其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沉淀着厚重

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优秀精神基因，既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具

有强大的现实指导力，又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 

2.3. 助推“双创”方针的贯彻与落实 

“双创”方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准则和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

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

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7]。 
季羡林先生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季先生做人心怀天下，“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

而道中庸”。他是一个学富五车、汇通中西的文化学者，在佛学研究、梵语研究、东方学研究乃至思想

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都有很高的建树。他反复强调民间文化固然重要，但更要重视艺术文化；艺

术文化固然重要，但更要重视思想文化。新时代学习和弘扬季羡林国学思想，一方面社会在发展，时代

在变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就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其中与现代价值理念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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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相契合的内容进行消化吸收，并创造性地予以现代化转化，赋予其时代新内涵；另一方面，中华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开放的文化系统，必须以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既放眼世界，又展望未来，对其

思想内涵不断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实现创新性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挖掘季羡林国学思想的核心和精

髓所在，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对其思想内涵不断进行补充、拓展和完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2.4. 助推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 

季羡林对“河东河西论”的探讨，进一步发展为对“天人合一”东方生态文明的探讨。季先生认为，

“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季羡林坚持认为，西方文化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而东方文化的

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季羡林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为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人类必须从与自然对抗–征服–

报复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表达了人与自然重新摆正位置的合理价值诉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

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

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

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新贡献。 

2.5. 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智慧的结晶，引领着历史前进方向和时代发展潮流，昭示着人类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只有坚持推动文明相通、文化相融，拉紧各国人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精神纽带，才能更好

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季羡林先生主张“大国学”观，主张国内各地域文化和 56 个民族的文化，都应

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他认为，今天振兴的“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或翻版，

而是还原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真正继承和发扬由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学术文化。 
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深厚传统。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以我为主，

但绝不是搞自我封闭，更不是搞唯我独尊。而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更好地促进中华文化和各国文化

相互取长补短、实现共同进步，为建设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世界提供持久而深厚的精神动力。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特别是随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

蔓延，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加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积极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坚定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

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求同”是客观现

实的要求，“存异”最重要的是包容，让不同的文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都得到繁荣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顺应世界发展的要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3. 推进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不断强化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 

3.1.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凸显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不仅是学校发展综合实力的体现，更是高校有序发展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形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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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季羡林国学院，作为学界泰

斗和国学大师的馆藏遗物，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近年来已基本完成了文物的整理、展示、

保存和保护，今后应进一步加大研究和出版工作，将学习和弘扬季羡林国学思想贯穿于学术研究和大学

教育环节中，使季羡林国学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世代传承，发扬光大。新时代学校不断推进季羡林国学

思想教育，应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国学院为第二课堂，强化校园文化建设；以季羡林国学院为

平台，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以服装秀表演和服装艺术数字馆建设为重要抓手，开展好相关专业教育

和素质教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强化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注重在创新创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文化

自信和创新意识，采取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多渠道、多手段方式，进一步凝练好特色校园文化

建设。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特色鲜明、文化载体厚重。要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文化育人工作，

以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为契机，实现学校校园、课堂一体化的文化浸润教育，让大学生在良好的自我教

育和自我激励中健康成长，在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下健康成长。学校应积极拓展以国学为底蕴、以特色

文化建设为抓手的文化育人新模式。 

3.2. 强化主题教育，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大学生心灵，拓展人才培养新路径 

季羡林国学院要强化季羡林国学思想主题教育活动，强化教育学生锲而不舍、玉汝于成的校训精

神教育，教育学生爱国孝亲、励志践行。在每年的新生入学教育中，参观季羡林国学院是一门庄严而

神圣的必修课。通过参观让大学生亲身感受季羡林国学思想的精粹。定期开展“爱国孝亲”主题教育

活动，通过聆听名家讲座，用国学精粹和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大学生心灵。在进行季羡林国学和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学校也可以发挥专业特色优势，每年举办主题服装秀，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提升

专业能力，提高审美水平和自信心。学校也可以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园，为他们建立工作

室，请他们亲自为学生授课，将理论教学与现场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新

路径。 

3.3. 注重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和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深度融合 

学校学工部门不断推进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要以季羡林国学院建设为平台，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和日常管理工作为基本途经，实现两者精准深度融合。在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教学中，要通过挖掘季

羡林国学思想中的精髓，让大学生更加精准地把握季羡林国学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方面，持续强化季羡林国学思想在思政育人和传统文化传播方面的功

能。通过季羡林国学思想和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深度融合，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4. 强化季羡林国学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思政课“培根铸魂”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关键课程”。近年来，教育部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取得很大成效，但仍存在着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如思政课课堂教学学生抬头率不高，教师教学内容和方法“配方”比较陈旧，“工艺”比较粗糙，“包

装”不那么时尚。对此，广大思政课教师在理论教学中，可以通过深度挖掘季羡林国学思想所体现“爱

国、孝亲、尊师、重友”的经典案例，将其有机融合到课堂教学中去。同时，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通

过让学生参观季羡林国学院、参与季羡林国学思想主题教育活动，使思政课教育教学的显性教育和隐性

教育相结合，实现思政课教学和学生思想情感教育的有效衔接，更新教学“配方”，提升思政教学的亲

和力，从而进一步增强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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