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济学术随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李济学术随笔>>

13位ISBN编号：9787208078390

10位ISBN编号：7208078394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光谟,李宁

页数：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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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济学术随笔>>

内容概要

在湖北出生、在老家和北京成长的李济，他的少年时期正处于这个古老国家在与西方接触的压力下迈
开通向现代化漫长道路的最初步伐的时候。
就跟现在一样，当时一批批生气勃勃的青年学生被送往西方各国去学习它们的科学奥秘。
李济在著名的清华学校毕业后，被送到美国麻省沃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接着又
到哈佛去学人类学。
据李济在1977年跟费正清的夫人慰梅的一次谈话中说，他之所以去克拉克大学，是因为清华的一位心
理学老师华尔考博士跟他说，要学心理学，就要去克拉克。
在克拉克时期，李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他都去图书馆开架阅览室，把时间花在尽情
浏览各种书刊上。
在这种啃青草式的翻阅中他偶然地接触到自己一向不曾了解的人类学的书籍，就被这门学问吸引住了
。
  李济于1923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
在此之前，他在哈佛跟从虎藤、托策和狄克森三位老师分别学习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学；这
三门学问在他写作博士论文（1928年正式出版）和他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全都用上了。
　　李济这个名字对一般大众来说是陌生的，但对于考古学、历史学界，他却是一个泰山北斗式的人
物。
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先生称李济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本书是其学术随笔集，内中具体收录了：《敦煌学的今昔》、《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的庇护》等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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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济（1896.6.2-1979.8.1）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
字受之，后改济之。
湖北钟祥郢中人。
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
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
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
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赵元任)同执教鞭。
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
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
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
1936年曾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被推选
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至1950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
1955～1972年，在台湾省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1946年还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
与吴金鼎一起调查过城子崖遗址(吴金鼎先期发现，已作多次调查)并做了第一次小面积的发掘。
是山东地区考古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城子崖》一书的总编辑。
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
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
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李济的故宅所在地：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码头街新堤村。
如今这里已是钟祥城区的闹市，李家旧宅了无痕迹，旧址上的建筑为“郢中镇新堤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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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怀念李济（张光直）第一编  初学杂忆  自撰简历  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  清华
学校高等科一年级（1915-1916年）时的史学作业  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  仁友会史略第二编  学术散论　
殭化  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  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
较法应用之限制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  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  地下档案
库（H127）  从人类学看文化  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  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远东
独立发展的“三件东西”  关于历史学的“四个境界”  文化沙漠  我与中国考古工作  “自由”的初意
第三编  考古琐谈  “古物保存法》颁布后所引起的第一个问题  敦煌学的今昔  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
的庇护  牙的故事二则：中西学术界治学态度的一幅对照  史前考古学所研究的“人”和“自然环境”  
“沧海桑田”的考古学例证之一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编制及其所引起的理论纠纷（一）   魏敦
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编制及其所引起的理论纠纷（二）第四编  学事拾零  赴日小记  值得青年们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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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之旅（二）——和王储考古学家的交往（李光谟）  古·阿道尔夫亲王致李济的信  失悔不是军人
（《南京印象》节选）（郭沫若）  考古组“十兄弟”（李光谟）  谈谈丁文江、李四光和李济（李光
谟）  对联文化（李光谟）  张光直课堂笔记所见李济晚年在台大教书的片段（陈星灿）j   对于李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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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慰梅谈生平（李光谟）  洋神父的“代言”（李光谟）  职业学人虽有“经世”抱负亦无特权（王道
还）  钟祥寻访考古学家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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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初学杂忆　　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　　父亲是选择我这块材料，并用力
加工的第一个包工者。
在初期到北京的时候，他常按一规定时间，在家中给我和几个亲戚的子弟补习《孟子》。
他对于性善说，总是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详细的解说。
这时，我们全家初到北京，我已经是十一岁了；温习《孟子》的时候，我已经能聚起精神听讲；大为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讲解所感染，自己也有想做圣人的宏愿。
父亲注意启发，常常也奖励小学生发问。
那时所问的问题，大半与字、句的个别意思有关。
有一次，父亲讲到齐宣王以羊易牛的这一章——而孟子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结束那“不忍人之心”
的推展——这使我那幼小的心灵，感觉得有点奇怪。
那时正是我看杂书最热烈的时候；颇以为孟子的“以羊易牛”这一说法，远赶不上佛教的戒杀生之合
理；所以我就提出来向父亲辩难。
父亲认我所说的为佛教异端，不能与圣贤之说并论。
　孔孟之言，他说，都是本乎人情的；所以看见了牛，而不忍其觳觫，就发了不忍之心。
但是祭祀必须有太牢，少牢，也是先王之道。
这是礼之大者；庖厨供膳馐亦是此意，故不可废去。
所以远庖厨是一种合人情的安排。
我的问，原是父亲奖励出来的；他的答案，在那个时期似乎就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不过，我总觉得，好像心中萌生了另外的、一种说不出的新感觉。
我那时正在看《水浒传》、《济公传》等小说，对于佛教的教义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对于孟子的
“仁心”的根据，也没触动更深一层的好奇心把它追问，和父亲继续辩下去。
在父亲看来，我所发的问也不过是幼稚见解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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