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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见证了中国近现代近百年的沧桑风云，在这段不平静的岁月里，不管是“新文化运动”
掀起的轩然巨波，还是改革开放引起的经济浪潮，北大作为各种思潮的重要发祥地和最早的传播者之
一，都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其思想的前沿性和代表性，没有其他院校能够替代。
　　对于普通人来说，北京大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大部分人与北大缘悭一面，遑论产生知
识活感情交叉点。
可喜的是，北大面向校外人士开放了一些课程，就是现在的北大公开课。
即使我们不能够成为北大学子，也可以像北大学生一样学到北大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听到北大教授精
彩的讲解。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北大公开课的精神内核，扩大知识的传播范围和速度，我们在对北大公开课进行了
系统地整理和学习之后，编撰成书，呈现给读者。
　　不管世间如何变幻，社会怎样发展，我们追求的物质和精神目标基本都是一致的，那便是最简单
、也是最复杂的安宁和平静。
北京大学一向以传播新思维著称，当能在这一点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本书选取的课程也以思想深度见长，举凡历史、国学、文学、鉴赏、哲学、逻辑等课程均涵盖于
内，力求全面提高本书的文化内涵，以严谨、翔实的语言描述中国古代民族史、官阶制度、妇女制度
、《周易》大成、诸子百家、名士风流等众多话题，并对水墨丹青、琼楼玉宇等中国传统瑰宝进行简
略的介绍，坐以论道，于寥寥数语中尽显中华文化之神奇，于无形中提升读者的文化涵养。
　　此外，本书还精心摘选了一些西方逻辑课程，并单独成章，盖因其为近现代科技进步之根本因素
之一，对于我们每个人的长久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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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北大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结合的阵地，这里聚集了最优秀的学者和各类学科的大师，这里有
中国大学中最受听众欢迎的公开课，一堂堂最具历史深度、时代科学性和人文艺术性的精彩课程，将
你带入人文艺术的殿堂，奔腾在学术思想的天空，助你登上个人发展的舞台。
本书汇集了北大公开课关于历史、国学、文学、鉴赏、哲学、逻辑等方面知识，以一种全新的高度和
广度，拓展广大读者的视界，尽享思想文化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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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平辉，曾任《亚洲经济论坛》记者、《金融月刊》编辑、《漫坛·开心漫画》编辑、《杂文精
选》编辑、《漫画经典》主编等职。
近年来出版各类图书数十册，作品力图全面诠释“大图书”市场理念，帮助读者完成从心灵到职场、
从家庭到企业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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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北大公开课
前言
第一课 历史课，记录过往时间柱上的文明
中国古代民族史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
中国古代妇女制度
唐宋元中国与中世纪欧洲
晚清女性与社会
简牍与丝绸之路
第二课 国学课，倾听古老的永恒智慧之音
群经之首《周易》
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禅宗智慧与心灵修炼
解读庄子——逍遥天下，悠游世间
孙子兵法与统帅之道
《孙膑兵法》——以“道”制胜
解析历代帝王，助力现代企业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品名士风流，体悟内心真谛
第三课 文学课，诉说人类灵魂翩飞的蝴蝶梦
中国古典诗歌鉴赏与诗学研究
中国民俗与社会生活
中国民间文学
接受美学理论的嬗变
先秦诸子讲说
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美国华裔小说与戏剧
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第四课 鉴赏课，欣赏艺术审美的趣味
水墨丹青——中国书画艺术
琼楼玉宇——中国传统建筑
火焰神工——中国古代陶瓷
玉与东方之美——中国玉器
历史的铜绿——中国青铜器艺术
霓裳羽衣——中国舞蹈美学
高山流水——中国古代声乐
清心寡欲——中国茶道
第五课 哲学课，走进爱智慧的玫瑰庄园
儒家与修身治世
道家与阴阳哲学
法家思想与生存谋略
兵法与策略竞争
后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主义
第六课 逻辑课，探索人类会拐弯的奇妙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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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欧洲历史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希腊与文明城邦
葛兰西的霸权思想
霍克海默与批判理论的早期规则
列菲伏尔与日常生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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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晚清女性与社会　　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向来是被埋没的，在晚清的社会震荡中，女性的生存状
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最初的严重丧失基本人权的状态，到后来敢于追求男女权利的，再到之后作为现代国家的国民，与
男性一起为应该具备的各项权利而努力奋斗，在这一历程中，女性逐步开始独立自主，也成为晚清社
会基础变革最有力的印证。
晚清女性地位和思想的改变具体变现为：　　1.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　　晚清，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
了很大提升，破除了“男尊女卑”的女性社会地位观，慢慢树立了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观。
史学界一般认为，男女平等的近代女性角色和家庭伦理观念，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学习西方思潮中形成
并开始确立的。
事实上，男女平等的观念在社会生活和民众观念层面，从19世纪下半叶的晚清时期便开始孕育产生了
。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本家庭模式就是“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两性角色分工的家庭模式是适应
于小农经济生活的产物。
它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道德思想上，儒学是歧视妇女的，从孔子“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妇女观到东汉班昭“三从四
德、男尊女卑”思想的理论定位，再到宋明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节观念的强化，这
些都深深地束缚着女性，导致女性在社会地位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必须依附于男性才能生活。
　　到了戊戌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为女性解放而呐喊的社会思潮，以“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
器，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和纲常名教对妇女的重重束缚和迫害，大声疾呼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
维新派领军人物康有为指出，“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所以要“平等相均”。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志士也深为广大女性受压迫受奴役而不平，指出重男轻女是非常暴乱而
无理的。
　　舆论的宣传固然对思想观念的改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舆论的宣传根本无法彻底改
变民众的观念，而随着晚清女子学校的兴起，这种状况也得到了改变。
1898年，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带着维新思想诞生了。
此后，一些女子学校如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京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上海的爱国女学、南京
的旅宁女学等也先后创办起来，晚清女子教育开始初步进入兴盛局面。
随着女学的纷纷兴起，女子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女子终于可是走出家门走向学校，
继而走向社会。
女学的兴起无疑对改变社会风气，提倡男女平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女子学校教育兴起之后，人们开始慢慢接受了婚姻自由的观念，不良的婚俗也在逐渐改变。
　　晚清女子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当时男女平等观念的确立，与此同时也使当时的婚姻观
念和家庭伦理观念得到了很大的变革和发展。
晚清女学课堂主要开设了诸如医学、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讲述的是
近代科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冲击了封建伦理纲常。
这些无疑都动摇了封建统治者用以禁锢妇女的纲常伦理，自此，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妇女的发展环境
也变得更加宽松了。
　　2.女性社会角色观的转变　　社会角色的独立，社会分工中的独当一面，是晚清女性地位提高的
表现。
女性想要独立，就必须参与到社会中，去就业，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长期深闭闺门的观念。
唯其如此，才能彻底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角色，让女性从家庭中的角色转变为社会职业分子中的角色
。
　　清末“新政”时期，官方开始大力提倡开设女子职业学堂。
这些女子职业学校设置的学科和开设的课程，大多与家庭琐事有关，比如上海速成女工师范，它开设
了绒线、针黹、织造和车造（即机器裁缝）四个学科；扬州女工传习所所设课程则有“国文、女学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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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读本、算术、中西笔算、珠算、针黹、绒绣、线绣、刺锦、品金、绣金、中西各式衣帽、鞋袜、中
枕、雪衣、汗衫等。
”通过这些学科的设置和课程的开设，近代第一批女子职业如蚕桑、缝纫、织造、刺绣等就得以产生
了，与此同时，也培养、造就了近代第一批职业女性。
　　当时女性还能够踏足其他一些领域就职，比如歌女、女艺人等娱乐业，商铺、工厂的女工，代理
家务的仆妇、女佣等。
　　总的说来，那些独立的女子职业学堂都是以让女子能够自立自强为宗旨的，可能形式上会有所不
同，但是都能够通过对女性进行职业训练的方式，使妇女的社会生活能力得到有效的提高。
客观上，这些学堂的创办使得很多女子拥有了获取经济独立的能力，而且能够走上社会为自己谋得社
会地位，也提高了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
一些思想进步的女子正是通过女子职业教育，走上了谋取经济独立的道路，最后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
职业女性。
如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的康同薇、蒋畹芳，她们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新闻人；
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等进步女性也相继走出家门，走
向世界，并且在学成以后毅然归国，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医生。
并且，在这些职业女性的影响和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开始走出闺
房，迈向社会，投身于自身解放乃至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
　　同时，晚清时期，女性的很多休闲活动也开始进入社会。
随着商业的繁荣，大量茶馆、酒楼、戏馆、书场、妓馆、烟馆等公共消闲娱乐行业开始出现在许多城
市中，而且逐渐繁荣起来，最初这类消闲场所只有男子能够涉足，但是，到了后来，很多女性也开始
加入其中。
　　3.女性素质观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妇女素质观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它的实质实际上是一
种对女性的道德规范和要求，认为女子就要做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勤”。
到了晚清时期，女子教育开始兴起，一大批知识妇女开始涌现出来，从此以后旧有的女性素质观就被
彻底颠覆了，新时代要求女性拥有更好的新素质，比如有知识、有文化、有才干等。
　　1902年，爱国女学在上海创办起来，它由中国教育学会成员蒋智由、黄宗仰提议，蔡元培等联名
发起。
该校重视知识和思想的教育，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对女学的教学内容不再局限
于伦理道德的内容，开始侧重于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诸如医学、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
爱国女学的建立，特别是从学制上对女子教育的承认，包括对女学教学内容的规定，实际上暗含着对
女性素质的崭新要求，也在制度上确立了一种新知识妇女观。
　　知识妇女观的树立，新型妇女素质观的确立，是晚清女子教育兴起的必然结果，也是男女平等的
必然结果。
女子想要获得生存的能力，就必须通过教育的途径，增长知识和学问。
曾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上的秋瑾、林宗素就曾经留学国外，那些近代历史上有作为的女性，无不是接
受了良好教育、知识丰富之人。
女子教育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晚清女子素质观念的更新，而且女子教育的兴起也造就了一批具有新型素
质的女性人才。
　　晚清女子教育的兴起，使得女子能够有机会接受学校传授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促使人们关于男
尊女卑的观念开始动摇，在行动上，女性开始进行家庭伦理观念的变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
思想也逐渐被人们摒弃。
女性开始踊跃求学，甚至有部分妇女随父兄或随夫留学深造，通过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而谋求自立
自强的能力，这无疑对传统女子观念及素质造成了极大冲击。
在社会观念和思想文化领域，晚清女子教育都引起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更促进了女性观念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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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所有中国人都想上的北大课程！
　　一堂面向大众免费的北大课程，是传播人类知识的最好媒介。
　　还愁到哪里去学习自己想要的知识吗？
不用跑北京，不用进北大，坐在家里，轻松上北大。
　　2、中国最具内涵的书，独一无二！
　　人文课的精髓，古今中外人类智慧的凝结。
用国学丰富涵养，用历史修心明智，用鉴赏提升艺术品位，用哲学辩证思考，用逻辑开拓思维⋯⋯　
　3、满足所有想自我能力素质提高者的需求！
　　北大公开课带你走进人文艺术的殿堂，驰骋学术思想的天空，登上丰满人生的舞台。
是自我完善的必备修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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