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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清华学堂ACADEMY

国学研究

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成立。此举被视为清华文科恢复重建的

又一重大举措。李岚清为国学院亲笔题

词：为研究弘扬国学精华做贡献。

回望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群英

荟萃，“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

寅恪、赵元任挥鞭执教，亦有数十位日后

享誉中国学术界的俊杰在此求学问道。而

今，新国学研究院亦请来四位皆能独当一

面的名师：陈来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

学，是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刘东教授，主

要研究美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刘迎

胜、姚大力教授均以元史研究见长，是中

国元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

与老的国学研究院不同，新国学研究

院为跨学科研究机构，不以教学为主，不招

收本科生和硕士生，但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国学研究院特聘及专职研究人员以高、

精、尖为原则。国学院设立访问学者制度，

支持学者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亦可自带经费

申请到研究院访问。根据情况设立课题组和

研究项目，经学术委员会批准立项，实行课

题负责人制度。建立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吸

引清华本校各人文学科及其它名校博士毕业

人员参加研究院的科研工作。

国学院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

维讲座”、“陈寅恪讲座”，以纪念这三

位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三大讲座

每年各一次、每次若干讲，各讲座分别邀

约哲、文、史等领域的世界级学者，来清

华园进行讲演，并与国内同行进行深度交

流。每一系列讲演的内容，包括讲座期间

与国内学界的对话与辩难，经由整理、翻

译和修改，都将扩充为《清华国学讲座》

丛书之一种。

国学院编辑《清华国学文存》，计划以

每人一册的形式，广泛精选绝大多数院友的

著作，以为永久性的表彰与追思，也藉此突

显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国学院在短短四年

内，对我国现代文科所做的贡献。编辑《清

华国学研究》，丛书内容包括：整理有关国

学的讨论，老清华国学研究的历史，清华人

文大师的传记，尤其是国学院专任、兼任、

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博士后学人，以及其

它本院支持的研究计划的研究成果，以展现

国学院的研究成果。

国学院主办出版院刊《中国学术》，

其宗旨是：提升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水准，推展中文世界的学术成就，增强文

化中国的凝聚力，促进中外学术的深度交

流，使中文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

《中国学术》目前已经是中国文化研究领

域具有国际声誉的一流

权威刊物。

国学院创办《清华

元史》集刊。以专治蒙

元史、并旁及边疆史地

研究其它有关方面的本

所专任教授、兼任教授

为主编，编发该年刊。

刊物力争在发扬旧有传

统，促使它更好地与当

代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

科相互贯通方面做出前

沿性的贡献。纪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建立八十周年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