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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北师范大学是一所逾百年历史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
学校前身是1902年创建于北京的顺天中学堂和1906年创建于天津的北洋女师范学堂。
在河北师范大学的历史上，曾走出了邓颖超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傅增湘等一批近现代教育家，梁
漱溟等一批学术大师，曹禺等一批文化巨匠；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汇集，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呐喊，
抗日战争时期的出生入死等，可谓历史名案不朽。

《文化名流名脉——百年河北师范大学》聚焦的是河北师范大学百年文化名人和文化名案。
作者以学校的文化名人和文化个案为主脉，以学校的文化源流为主线，展示学校百年文化，尤其是学
校前期的文化风采，从一个立面透视河北师范大学延绵起伏的文化现象。
本书由李建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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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结几十年来的治学经验，张先生说：“我认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起码应该做到三点：第一，要正
确处理好论与史的关系。
要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文史考据基本功的训练，二者不可偏废。
第二，研究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写自己的真实体会、心得，不可作学术上的‘风派’，写一些没有学
术价值的应时文章。
第三，对功名利禄要淡漠，青年同志尤其不可为了急于出名而抢发文章。
即使是自己满意的文章，也要仔细推敲，务使文章中提出的观点，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张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一生治学严谨，成果丰硕，他的论著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如他的著作《庄子新探》一书，就历经几十年的研究和撰稿，融入了他多半生的心血。
在清华研究院学习时，张先生攻读中文专业，但他喜爱哲学，就确定了以《庄子》为研究对象，指导
教师则为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从此开始了对《庄子》一书的考证与研究。
在校时，曾因进修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写过一篇《庄子与斯宾诺莎哲学之比较》，毕业时，
完成了庄子研究的论文，却因为“七七事变”的发生而搁置一边。
解放后，几经曲折，才终于完成了全书的写作，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他的《庄子新探》一书，不落前人窠臼，在庄子研究方面独辟蹊径，既有透辟的理论论述，、又有深
厚的考据功夫，在学术界受到广泛赞誉。
他的《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在50年代关于两汉社会性质讨论
的热潮中，产生过很大影响。
十年动乱中，他不肯写一篇昧心的批判文章。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写了《论春秋时代有关仁的言论和孔子的仁说》（《哲学研究》1979年
第12期），表达了对“梁效”批儒的看法。
他还应邀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一书写了《孔子详传》部分。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名流名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