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13位ISBN编号：9787301164273

10位ISBN编号：7301164270

出版时间：2010-0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平原

页数：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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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以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为背景，通过对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代表的“晚清”与“
五四”两代学人的文化理想、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以及文化心态的描述，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复
杂性，揭示、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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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
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
校第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
论文一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等
。
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
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左图右史与西
学东渐》等著作30种。
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
术集刊《现代中国》。
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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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　一 学术转型与两代人的贡献　二 “西潮”、“古学”与“新知”　三 走
向专门家之路　四 章、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第一章 求是与致用　一 “学在求是，不以致用”　二 “
殚精考索”与“兴起幽情”　三 理器之分与真俗之辨第二章 官学与私学　一 “劝学”与“学隐”　
二 “学在民间”之自信　三 书院讲学的魅力　四 救学弊与扶微业第三章 学术与政治　一 参政与回向
　二 保国或著书　三 讲学复议政第四章 专家与通人　一 古老命题的现代诠释　二 “具有广博学识”
的专家　三 “博学的人”与“国人导师”　四 从“开山斧”到“绣花针”第五章 作为新范式的文学
史研究　一 从“大胆假设”到“小心求证”　二 双线文学观念　三 历史演进法　四 《红楼梦》自传
说　五 整理国故思潮第六章 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　一 “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　二 《庄子》
的挑战　三 清儒之得失　四 章、胡之戴震论　五 对于“汉学”的推崇与超越　六 以西学剪裁中国文
化？
第七章 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　一 游侠之“逍遥法外”　二 “中国之武士道”　三 对于流血的崇拜　
四 暗杀风潮之鼓吹　五 联络会党的策略　六 大小传统之沟通　附录 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章太炎
的学术品格第八章 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　一 被压抑的“文艺复兴”　二 逐渐清
晰的文学史图像　三 师心使气与把酒赏菊　四 乱世中的“思想通达”　五 “谬种”与“妖孽”的不
同命运　六 千年文脉之接续第九章 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　一 学者为何自述　二 自传与自定年谱
　三 “我与我的世界”　四 “诗与真”的抉择　五 “忏悔录”之失落　六 “朝花夕拾”与“师友杂
忆”主要参考书目人名索引书名、篇名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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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与王说相发明的，不妨举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
梁氏分学术思潮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而衰落期中，必有豪杰之士崛起，其推旧与创新，
即导入“第二思潮之启蒙期”。
对于自家所处学术潮流，梁氏以全盛期正统派的眼光多有挑剔，但强调破除汉学专制、接引西方学术
、回归经世之学，实际上将其视为“第二思潮之启蒙期”。
如此自我定位，目光所及，在于“开来”，而不是“继往”。
正如梁氏所称，启蒙期之所以值得怀念，在于“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
晚清的社会转型与学术嬗变，或许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面貌清晰，但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深刻影
响，足证其绝非只是“清学的殿军”。
　　强调新典范的真正确立与发挥示范作用，胡适当然值得大力表彰；可要是更看重危机中的崛起以
及学术转型的全过程，章太炎那一代学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视野。
在我看来，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名如日中天，晚清一代的贡献多少受到了遮蔽。
即便如此，谈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仍能找到不少喜欢“从晚清说起”的知音。
　　认准“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的钱穆，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
康有为专列一章。
而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对康氏着墨甚少，因其认定“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
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的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这一思路，在其此前所撰的《
清代学术概论》中已有所体现，即认定康有为经学成就不高，其贡献在于“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
如此立说，表面上相当谦恭，实则蕴涵开创新时代的大抱负。
作为世风推移及学术转变的枢纽，康、梁、章、王等人的角色及功能也确实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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