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系列 

總序

金耀基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校六十周年，新亞書院之出

現於海隅香江，實是中國文化一大因緣之事。1949年，幾個流亡

的讀書人，有感於中國文化風雨飄搖，不絕如縷，遂有承繼中華

傳統、發揚中國文化之大願，緣此而有新亞書院之誕生。老師宿

儒雖顛沛困頓而著述不停，師生相濡以沫，絃歌不輟而文風蔚

然，新亞卒成為海內外中國文化之重鎮。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

成立，新亞與崇基、聯合成為中大三成員書院。中文大學以「結

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願景。新亞為中國文化立命

的事業，因而有了一更堅強的制度性基礎。1977年，我有緣出任

新亞書院院長，總覺新亞未來之發展，途有多趨，但歸根結底，

總以激揚學術風氣、樹立文化風格為首要。因此，我與新亞同仁

決意推動一些長期性的學術文化計劃，其中以設立與中國文化特

別有關之「學術講座」為重要目標。我對新亞的學術講座提出了如

下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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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學術講座」擬設為一永久之制度。此講座由「新亞

學術基金」專款設立，每年用其孳息邀請中外傑出學人來院

作一系列之公開演講，為期二週至一個月，年復一年，賡續

無斷，與新亞同壽。「學術講座」主要之意義有四：在此「講

座」制度下，每年有傑出之學人川流來書院講學，不但可擴

大同學之視野，本院同仁亦得與世界各地學人切磋學問，析

理辯難，交流無礙，以發揚學術之世界精神。此其一。講座

之講者固為學有專精之學人，但講座之論題則儘量求其契扣

關乎學術文化、社會、人生根源之大問題，超越專業學科之

狹隘界限，深入淺出。此不但可觸引廣泛之回應，更可豐富

新亞通識教育之內涵。此其二。講座採公開演講方式，對外

界開放。我人相信大學應與現實世界保有一距離，以維護大

學追求真理之客觀精神，但距離非隔離，學術亦正用以濟

世。講座之向外開放，要在增加大學與社會之聯繫與感通。

此其三。講座之系列演講，當予以整理出版，以廣流傳，並

儘可能以中英文出版，蓋所以溝通中西文化，增加中外學人

意見之交流也。此其四。

新亞書院第一個成立的學術講座是「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

座」。此講座以錢賓四先生命名，其理甚明。錢穆賓四先生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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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書院創辦人，一也。賓四先生為成就卓越之學人，二也。新亞

對賓四先生創校之功德及學術之貢獻，實有最深之感念也。1978

年，講座成立，我們即邀請講座以他命名的賓四先生為第一次講

座之講者。83歲之齡的錢先生緣於對新亞之深情，慨然允諾。他

還稱許新亞之設立學術講座，是「一偉大之構想」，認為此一講座

「按期有人來賡續此講座，焉知不蔚成巨觀，乃與新亞同躋於日

新又新，而有其無量之前途」。翌年，錢先生雖困於黃斑變性症

眼疾，不良於行，然仍踐諾不改，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自

台灣越洋來港，重踏上闊別多年的新亞講堂。先生開講的第一

日，慕其人樂其道者，蜂擁而至，學生、校友、香港市民千餘

人，成為一時之文化盛會。在院長任內，我有幸逐年親迎英國劍

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學的小川環樹教授、美國哥倫

比亞大學的狄百瑞教授，和中國北京大學的朱光潛先生，這幾位

在中國文化研究上有世界聲譽的學人的演講，在新亞，在中大，

在香港都是一次次文化的盛宴。1985年，我卸下院長職責，利用

大學給我的長假，到德國海德堡做訪問教授，遠行之前，職責所

在，我還是用了一些筆墨勸動了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來新亞做

85年度講座的講者。這位自嘲為「雜家」、被漢學界奉為「宗匠」

的史學家，在新亞先後三次演講中，對中國文化中「報」、「保」、

「包」三個鑰辭作了淵淵入微的精彩闡析，從我的繼任林聰標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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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知道楊先生的一系列演講固然圓滿成功，而許多活動，更是

多采多姿。聯陞先生給我的信中，也表示他與夫人的香港之行十

分愉快，還囑我為他的講演集寫一跋。這可說是我個人與「錢賓

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畫下愉快的句點。此後，林聰標院長、梁

秉中院長和現任的黃乃正院長，都親力親為，年復一年，把這個

講座辦得有聲有色。自楊聯陞教授之後，賡續來新亞的講座講者

有余英時、劉廣京、杜維明、許倬雲、嚴耕望、墨子刻、張灝、

湯一介、孟旦、方聞、劉述先、王蒙、柳存仁、安樂哲、屈志仁

諸位先生。看到這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學者，不禁使人相

信，東海，南海，西海，北海，莫不有對中國文化抱持與新亞同

一情志者。新亞「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許多講者，他們一

生都在從事發揚中國文化的事業，或者用李約瑟博士的話，他們

是向同代人和後代人為中國文化做「佈道」的工作。李約瑟博士

說：「假若何時我們像律師辯護一樣有傾向性地寫作，或者何時

過於強調中國文化貢獻，那就是在刻意找回平衡，以彌補以往極

端否定它的這種過失。我們力圖挽回長期以來的不公與誤解。」

的確，百年來，中國文化屢屢受到不公的對待，甚焉者，如在文

化大革命中，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且遭到「極端否定」的命運。

正因此，新亞的錢賓四先生，終其生，志力所在，都在為中國文

化招魂，為往聖繼絕學，而「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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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正是希望通過講座講者之積學專識，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

對中國文化闡析發揮，以彰顯中國文化千門萬戶之豐貌。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講者的演講，自首講以來，凡有

書稿者，悉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印行單行本，如有中、英文書

稿者，則由中文大學出版社與其他出版社，如哈佛大學出版社、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聯同出版。三十年來，已陸續出版了不少

本講演集，也累積了許多聲譽。日前，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

女士向我表示，講座的有些書，早已絕版，欲求者已不可得，故

出版社有意把「講座」的一個個單行本，以叢書形式再版問世，如

此則蒐集方便，影響亦會擴大，並盼我為叢書作一總序。我很讚

賞甘社長這個想法，更思及「講座」與我的一段緣分，遂欣然從

命。而我寫此序之時，頓覺時光倒流，重回到七、八十年代的新

亞，我不禁憶起當年接迎「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幾位前輩

先生，而今狄百瑞教授垂垂老去，已是西方新儒學的魯殿靈光。

錢賓四、李約瑟、小川環樹、朱光潛諸先生則都已離世仙去，但

我不能忘記他們的講堂風采，不能忘記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溫情與

敬意。他們的講演集都已成為新亞書院傳世的文化財了。

2009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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