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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学术界向有重文轻书之风（与西方学术界相反），特别是在受考据学影响至深的古史学界尤
其是如此。
在我们这一行里，很多学者都认为只有短札笔记式的东西才算“真学问”，书反而是写给外行看的“
小儿科”。
有些大牌学者甚至一辈子都不写书，只等他的门人给他编集子（更何况有些腹笥深厚的学者就连文章
都不屑为，宁可把学问烂在肚子里）；即使写书，也只有拼合笔记成资料长编式的笺注疏释，才算是
具有“大家风范”。
所以不但论文的地位高，而且论文集的地位尤高，有时简直就是一种“特权待遇”。
就我所知，至少几年前，冠以个人之名的论文集还只是泰斗型人物才能享有；次一级的人物往往只配
用专题作论文集的书名，而把人名标在下面。
一个学者要想熬到这份儿，那往往都得“胡子一大把”、“桃李满天下”。
　　对论文和书，我的看法倒不是这样。
我认为国内的常见书，特别是那种集体编写，四平八稳，由许多格式相同的小“豆腐块”组成的书，
固然很多是“片儿汤”，但作为学术成果，更能体现作者功力的还应当是书。
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有书才能为读者提供“知识面”和“思想整体”，让他们知来知去，便于交流，
也便于教学。
论文吗，恐怕还是把它当作一种有如报章追逐新闻，更具灵活反应特点的东西，或者作为出书准备的
“初级产品”更好。
但是说实话，要想把论文提炼成书往往是很难的事情，它在语言和思想上的要求都比写作单篇论文要
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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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
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
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
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
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
。
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
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
的蹈厉，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
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
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
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
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倘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
崩溃的开始。
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
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
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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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西
周金文中的职官系统“车马”与“大车”（跋师同鼎）包山楚简研究（文书类）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
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论秦田阡陌制度的复原及其形成线索《商君书》中的土地人口政策与爵制平山
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草稿）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楚帛书的再认识文字破译方法的历
史思考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说“黄老”道家与“帛书”道家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主要著述一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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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　　目前，中国史学界有不少人都在谈论“史学危机”，但这个“危机，，
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大家好像说不清。
就像鲁迅讲的“来了”，只是众口相传“来了，来了”，听起来挺吓人，可到底什么来了，却并不知
道。
　　我从史学研究中常常发现一些问题，和专家们的想法不大一样。
有次和朋友谈起，他们劝我把想法讲出来，以为即使是从“观众角度”讲一些老问题、常识问题，或
许也有一定用处。
我就遵照朋友们的愿望，谈谈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一、观察角度的变换：中国也是“正常的儿童”　　中国的历史研究，重心始终是在中国史上面
。
　　我们对中国史的研究，无论从民族需求来看，还是从世界需求来看，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对背景
的认识，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
中国的背景问题很大很深，与现实问题处处相关。
这个问题，本来是中国近代以来的老问题了，过去叫“认清中国国情”。
现在随着中国重新开放，人们又一次面临新的文化冲突，这个问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它
不仅与历史学家有关，也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
近时出现的“文化热”已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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