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篇論文作於五年前，2012 年完稿。將題目定位為「錢穆先生的儒學觀述評」，經歷了一

番曲折：一是「錢穆先生」。他是我的外公。如何指稱，經歷了心理上的掙扎；二是「儒學觀」。

它與我的教育學心理學專業背景有著某種距離，其間關係如何？三是「述評」。述評是一種學術

品鑒過程，又如何與情感相洽？因此說，本文的撰寫，述者與所述對象的對話，實經歷了情感

到理性，又歸宿到情感的過程；這一對話，不能不在「傳統學術」向「現代學科」已發生轉向的

語境中進行，儒學觀的重建，將幫助到今日教育心理學話語的重建；學術品評是價值觀討論和

學術歸正的必經之路，難得的是對錢穆先生的學術品評議題開闊，並常常觸及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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