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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l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
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
办社宗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
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
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
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
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
，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
版的图书），披沙拣金，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
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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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　　第一节　民族性格　　到目前为止，科学几乎把民族问题完全留给抒情诗人、
杂文作家以及国民大会中、议会里和啤酒桌旁的演说家去议论。
在一个伟大的民族斗争的时代，我们才刚刚开始探讨一个令人满意的民族本质理论。
而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种理论。
我们大家都受着民族意识、民族浪漫主义的影响，在我们中间，哪怕只要用德语说出这个词儿，就很
少有人不会同时引起一种特别的感情上的共鸣。
凡是想理解民族意识并加以评论的人，都不能避开民族的本质这个问题。
　　白哲特①说：民族是许多现象中的一种，在还没有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扼要地说明这些现象。
②然而对此科学不能感到满意，当它要谈论民族时，它不能不提民族概念是什么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并不像粗粗一看那样容易回答。
民族是一个由同一血统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吗?但是意大利人是伊特刺斯坎人、罗马人、克勒特人、日耳
曼人、希腊人和萨拉森人的后裔，今天的法兰西人是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的后裔，
今天的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克勒特人和斯拉夫人的后裔。
民族是把人们联合成一个民族的那种语言的共同体吗?然而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塞
尔维亚人和克罗特人说同一语言，却并不因此就是一个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仍旧是一
个民族。
把民族联合起来的是对共同属性的意识吗?但是难道提罗尔的农民因为从未意识到同东普鲁士人和波美
拉尼亚人、同图林根人和爱尔萨斯人之间有共同的属性就不应当算是德意志人吗?而且，当德意志人想
到他的德意志国民性时，他所意识到的又是什么呢?是什么使他属于德意志民族，是什么把他和其他德
意志人联系在一起呢?在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共同属性之前，必须先存在着共同属性的一个客观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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