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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大学在近代中国有史以来，北大就一直处于无法动摇的首席之位，北大就一直是令人无法忘怀
的精神家园。
北人百年学术史，就是中国近百年学术史最好的代丧。
先贤有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百年北大，精神不堕，学术不堕，所凭借的，正是北大诸先生。
他们以其非凡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以及独特的学术思想、研究心得、治学理念成为莘莘学子渴望
知晓和学习的楷模。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18位作为北大多领域学科带头人的学者，以这些北大学人的学术历程为视角，意在
揭示在这喧嚣和浮躁的现代社会里，北大人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创新，以及这份真挚和执著带绐
我们的启示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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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7)充生达理：人生之道在于充实生命力以达到合理的境界。
    张岱年认为，有生之物都具有生命力，而人的生命力最为旺盛。
生命力即是能改造环境而不屈服于环境的内在力量。
生物与生物之间充满了矛盾，人与人之间亦充满了矛盾。
“与接为构，日以心斗”。
(《庄子》)人必须正确解决生命现象中的矛盾。
正确解决生命矛盾的原则谓之理，这是当然之理。
人生之道，在于充实生命力，克服生命的矛盾，以达到合理的境界。
    宋明理学中有所谓义利之辨。
经过几百年的历史经验，现在已经明确：重义轻利有偏失，见利忘义则是荒谬的；存理去欲亦有偏失
，纵欲违理更是荒谬的。
张岱年认为，正确的原则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
    (8)本至有辨：宇宙本原与道德理想属于不同层次。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个久远的传统，认为宇宙的本原也就是人生理想的最高标准。
老子以“道”为天地本原，宣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朱子认为世界最高本原是太极，而太极的内涵就是仁义礼智四德。
陆象山、王阳明认为道德的根源在于本心，本心亦即天地万物之本。
张岱年认为应将宇宙之“本”与人伦道德之“至”区别开来，这可谓“本至之辨”。
人伦道德是宇宙演化的最高成就，可谓宇宙演化之至，是宇宙万象中的新的创造。
有人类而后有人伦，在未有人类之前，无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可言。
道德原则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但是一件事情可以合乎自然规律而不合乎道德原则。
在自然界无所谓善恶，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明辨善与恶。
宇宙本原(本根、本体)与道德理想(理、义)属于不同层次。
    (9)群己一体：社会与个人是统一而不可别离的。
    张岱年认为，社会由个人组成，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社会亦不可能离开所有的个人而存在
。
这是客观事实。
然而社会与个人之间亦有矛盾。
专制主义者假借“公”的名义压制个人，有的个人标榜“自由”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这都是谬妄的。
张岱年在30年代提出“与群为一”，意在以“与群为一”代替前哲的“与天为一”，认为“与天为一
”未免过于玄虚，不如“与群为一”较为切实。
但是“与群为一”并非否认个人应有的自由。
    (10)兼和为上：兼容而和谐是最高的价值标准。
    孔子提倡中庸，宣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又说“过犹不及”。
中庸即无过无不及。
中庸是肯定许多事情有一个适度的问题，不宜过，也不宜不及。
张岱年认为，这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是必要的。
但是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如果固守原来的度，便可能妨碍社会的前进。
程伊川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庸强调不易，而社会有时需要变易。
《易传》：“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张岱年认为中庸不是五条件的，中庸观念不如“和”的观念更为重要。
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云：“和实生物。
以他平他谓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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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张岱年认为，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实为创造性的根本原则。
《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其所谓天下之大本，指社会生活的基本；其所谓天下之达道，指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
张岱年认为中和之义胜于中庸。
和是兼容多端之义，今称之为“兼和”。
    以上就是张岱年平生思考并试图加以阐明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的总的倾向是将辩证唯物论的普遍
真理与中国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综合起来，在方法上综合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法。
这些观点和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见解与关于文化问题的“综合创新论”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心怀“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感，终生勤勉，致思学问，造福祖
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堪称一代学人楷模。
先生在哲学园地里，不辞劳作，辛勤耕耘，培养了大批哲学人才，他们现今都已成为教育和研究机构
的中坚力量。
先生今年已经九十有余，但他仍为“重建文化，再铸国魂”尽心竭力，乐以忘忧。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北大精神，看到了中华精神的永久魅力。
                            杰出的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省临邑县人。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教。
1937年至1939年，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在北平图书馆专心致力于辛弃疾的研究。
1939年秋，应召辗转至昆明，继续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
翌年，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的李庄镇，潜心于宋史的研究。
1943年至1946年，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
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1950年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
1954年至]966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8年至1981年，任历史学系主任
；1981年至1991年，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1998年1月10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邓教授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历史
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辽宋西夏金史》编辑委员会主任。
1980年以来，任中国史学会常任理事及执行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
1982年以来，历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
1983年以来，历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问。
    邓教授学问博大精深，学术研究领域宽泛，他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在辽宋金史方面收获
尤多，著作丰富，蜚声海内外。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作为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邓广铭教授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
研究者，填补了中国宋代史学研究的空白，并早已被公认为20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
                                      踏入史学之门    1907年3月16日邓广铭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
、临邑是一个相当偏僻、闭塞而且文化很不发达的地方，在清朝的二百多年中，临邑没有出过一个进
士。
邓家在当地虽算得上一户殷实人家，但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
    1923年夏，16岁的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教育家，在此求学的四年间，邓广铭才“受到了一次真
正的启蒙教育”。
在他当时读到的史学著作中，顾颉刚编写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
刻的印象。
他在一师的同窗如李广田、臧克家等人，后来都相继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他却最终选择了史学，这与
风靡那个时代的疑古思潮对他的吸引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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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北大作为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人们的心里有一种神奇的魅力。
这种几乎无法言传的精神吸引力来自北大的方方面面，但最重要和最本质的还是她异彩纷呈的学术思
想和精神。
    北大无论被人赋予了什么样的神秘色彩，她本质上始终是一个学术摇篮，而她的终极价值也在于她
对真理的追求和贡献。
    自近代以来。
北大培养和吸纳了一大批中国的思想巨人和学术精英，星汉灿烂，既是北大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国的骄
傲。
曾经的学术大师们的思想至今还启迪着人们，他们的治学态度、高尚人格和奇闻逸事也仍然为人们所
津津乐道，成为北大上空飘荡着的精魂。
    北大的学术传统是代代传承的。
民主自由、兼容并包、思想活跃、视野广阔和历史责任感，造就了北大良好的学术氛围。
这样的氛围培养、造就和吸引了当今中国最优秀的学术工作者。
他们在燕园里思考、研究，并把他们的思想成果教授给年轻一代。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对中国的学术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大向来被认为是引领着中国思想的潮流，是走在时代最前端的。
北大的学术工作者们也确实富有学术的勇敢精神，敢于怀疑和挑战，这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形成自己独
具一格的思想和与众不同的观点以及有趣别致的学术体系的原因。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又是相当缜密和严谨的。
他们厚积而薄发，十年磨一剑，有着相当艰苦的积累过程，这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任何一个时代，把追求学术作为终身职业的只能是少数人。
这既需要天赋，也需要勇气，还需要契机。
然而正是这少数人，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理性精神，也预示着下一个时代的智慧进程。
他们是可敬的，是幸运的，而且也是重要的。
了解他们，其实就是在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思考状况，了解中国人如今最高的智慧水平，也是在
深层次地了解我们这个时代本身。
    如何才能够真正地了解生活在北大的学者们?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想?而我们又能够在他们思
想的启发下如何去思考种种的问题?    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些学者们的思想艰深难懂，对于他们的专著
也会望而却步。
的确，学者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出于方便或习惯而使用一套特定的语汇，这样的语汇使我们觉得接
近他们的思想是如此困难。
但其实，一位杰出的学者和他们各自的学科一样，最本质和精髓的思想通常可以用很短的篇幅简单通
俗地概括，艰深晦涩的只是一般人所不必要看懂的求证过程。
因此，我们能够用便捷的方法去认识他们和体会他们的思想。
    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会感到幸福。
尽管我们并不是学者，也许将来也成为不了学者，但我们追求精神充实和思想更新的欲望却总是常在
的。
    编写这一册《北大先生们》，就是为了让中国爱思考的人们有一个亲密接触那些北大学者们的机会
，有一个站在智者的肩上看世界的机会，有一个体验与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者进行心灵交流的幸福
的机会。
    本书介绍YJr,大的18位著名学者。
除了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在学术上的核心思想和主要成果之外，本书还注重描述了他们在学术道路上的
坎坷经历、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他们高尚的人格、丰富的情感。
    当然，德才双馨或年高德劭的北大先生们远远不是这本小书所能含括的，我们将以“北大先生们”
这个主题，继续关注北大的历史和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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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对于这些杰出的学者们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我们受益的不仅仅是理性的思想，更重要的恐怕
还是人格的净化和人生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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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大是我国最知名学府，但它往往给人一种神秘感，北大的神秘隐藏于北大精深的学术之中。
本书《北大先生们》向读者介绍了北大知名教授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长过程，希望通过本书的阅读，
读者可以了解到北大学者教授的不凡经历，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关于学术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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