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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二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
精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皆
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讲座之风在北大早已有之。
蔡元培先生在任期间，北大的讲坛空前活跃，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引得无数文化名流竞相前往，讲
座由此蔚然成风，并由此开创了北大百年来追求自由、探索真知的优秀传统。
蔡先生自己曾在访美时应邀发表演讲，他给在场的人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会点石成金的人问他的朋友
最想得到什么，那人回答说最想得到他那根能让石头成金的手指头。
蔡先生讲故事的意图是说读书治学、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只有掌握方法，遇事才能不为所难，听讲座
也是学习点石成金的一种有效途径。
讲座不同于书面文章，既要言之有物、令人信服，又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况且还要应付北大学子古怪刁钻的发问，没有真学问的人是决然不敢前往的。
因而先生们大都有备而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将自己最熟识的东西授于听众；对学生来说，讲座里所
学到的东西是课堂里很难学到的，也许这便是每次讲座都会水泄不通的缘故。
由于听者甚多，场面十分热闹，讲到精彩处，台下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对主讲人来说，不辞辛劳、
不计报酬、心甘情愿前来开办讲座，掌声也许是他们唯一的回报，但还有什么比听众的掌声更令人激
动的吗?掌声永远只属于那些有真人格、真学问、真思想的人，掌声包含了北大学子对先生们的敬仰和
感激。
　　讲座是北大最亮丽的风景，讲座不仅增加了北大这个神圣土地的内涵，而且让这个古老的校园更
加生机盎然、青春焕发。
我们编选此书的目的亦是为了让更多“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从中获益。
书中文章大多根据录音整理，内容涉及经济、艺术、社会、文学等诸多领域，尽量体现“兼容并蓄”
的原则，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讲座原有的现场感，希望能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本书的出版得来不易，有关老师不仅无私地同意发表讲稿，还对文稿逐字阅改，在此我们表示感
谢并深怀敬意。
同时要感谢傅丽、常殊、许敏敏等同学，她们以务实的作风和严谨的态度完成了大量工作。
此外，本书策划人陈子寒先生为本书出版费尽心机，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2000年6月于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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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二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
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由于“汇集了各领域最前沿的思想和观点”，本丛书被喻为最具时代精神的“思想大餐”，且“由于
其严肃的学术品格和通俗的阅读形式”而深得各界读者钟爱，其被评为“九十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思
想读物”。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
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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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追求创造的人生 追求诗意的人生主流文化与当代青年成材之路历史艺术的创新直觉 电影导演艺术的
思考写探索当代中国的家庭势力中国所面临的新的经济形势WTO与中国经济学家看历史、法律与文化
侵权损害赔偿的制度功能与因果关系网络与中西文化互联网的前景和传统产业的命运从大共同体本位
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化再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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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我们同学一定要养成一种科学严谨的学风。
将来在学术界竞争是很激烈的，但若你有一种科学严谨的学风，你就在学术界占了一个制高点。
不要羡慕某些人为眩人耳目制造出来的轰动效应，这都是炒作出来的，未必有用。
　　第八点，我重点谈一下论文写作。
今天时间不多了，简单说一下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都是从文科角度谈的。
　　第一，论文的选题一定要好。
现在有很多同学写论文选题太大，一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矛盾等。
我开个玩笑说：“你又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江主席，你掌握多少资料能写社会主义矛盾问题呢？
”论文一定要写自己能把握的问题，要考虑到能写出新意。
写论文常有一个误区，就是总想写自己过去熟悉的问题，这是不对的。
过去熟悉的问题不一定适合现在，过去有新意的东西现在不一定是好题。
好的题目要能做出新意来，能往下做，能挖出东西来。
论文写作有三段式。
第一阶段要慢，指选题要慢。
花几天的时间好好看一下现有的资料，也可看看相关领域的资料，比如研究经济学的，可看看社会学
在研究什么。
题目选好了就是成功了一半，选不好就白费力气了。
论文的选题最好是小题大做，题目小了，可以往外伸展，这就是一种功力。
如果选题太大，五个问题可能只有两个说清楚了，其它三个都是空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同学写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五石六*”可阐微》。
“五石六*”来自于《春秋》中的一句话：“陨石于宋五，六*退飞过宋都。
”意思是那一年有五块陨石掉在宋国，六只鸟退着飞过宋都，这都是很奇特的现象。
这就是一个很小的题目，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暂且不说，单看题目，我就觉得很好。
所以说写文章要小题大做，从具体地方做起，然后加以深化。
　　写论文第二点是要重视提炼论点。
现在有些文章虽然写得很长，却都是些介绍性的，没有论点。
比如写苏东坡，只是写他生于某某年，对诗歌、文学的贡献是什么等，只是介绍一下，根本没有论点
，这是没有用的，你的文章并不是给不知道苏东坡的人看的，而是给对苏东坡很熟悉的人看的，所以
一定要注意提炼论点，力求有理论深度。
当你的基本资料掌握了以后，就要开始提炼论点，不要等到全部资料都看完再提炼，否则脑子里只是
充满了资料，就不知如何提炼论点了。
这个过程即我刚才所说的三段式的第二个阶段，即提炼论点要快。
第三个阶段是交稿时要慢，要仔细修改。
拿写书来说，越是到后期，书的质量的提高越主要。
有的出版社向我催稿，我不急，一定要仔细修改。
因为现在有些出版社出书的确太慢，与其拿到出版社里放着，不如让我好好修改。
有人开玩笑说，最慢的出版社中，作者交稿时还在谈恋爱，等出书时他儿子都上大学了。
（笑声）总之，这一点一定要把握好。
　　第三，要注重分析。
有些同学写文章只有论断，没有分析。
有的硕士论文交上来，第一页就有二十几个论断，没有一个分析，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文章中全是‘我认为’、‘我认为’，但你得有分析呀！
”过去“文革”时经常有人写文章这么说：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知道他是反动派。
其实他根本没有分析。
这根本不是稍加分析的问题，应该大加分析才好，但其实任何分析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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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要重视第一手资料。
有些同学写文章，往往被第二手资料困住，不去看原始资料。
比如，他要写老子，往往去看别人是怎么评论老子的。
实际上，最能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是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第二手资料。
第二手资料的角度是有限的，难以突破。
开发自己的创造性思想就一定要重视第一手资料。
　　第五点，写文章要善于运用材料，很多同学写文章只是罗列材料，一开头就把资料全都罗列出来
，这是不对的。
和主题无关的材料一定要把它删掉。
研究时，资料越多越好；一旦提炼出论点以后，就不要堆积太多材料。
　　第六，我希望大家平时要注意积累资料，注意学术动态，注意学术界现在在研究什么，有哪些观
点等等，这是搞学术的基本素质。
　　第七，文章结构要紧凑，文字要扣题。
现在有些文章结构太松，和主题没太大关系。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同学在写文章，已经写了两页。
我问他：“你的文章什么题目呀？
”他说：“我的题目还没定呢。
”我说：“你的题目都没定你写什么呀？
”他说：“我写个开头啊！
”他这个开头竟然是万能的开头，这样的文章结构肯定是很松散的。
　　第八点，写文章要善于突出自己的新见解。
比如，写苏东坡，关于苏东坡有五个问题，其中两个有自己的新见解，那么写文章时其它三个就可以
一笔带过，因为那些没有新意。
俗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话”指有新意有价值的话。
　　最后一点，要有良好的文风。
首先，文风要干净利落，要准确精炼，不能写得太罗嗦。
其次，文章要明白、通畅。
现在有很多文章故意让人看不明白，朱光潜先生在世时，有一次我到他家里，我说：“现在有很多文
章我都看不懂。
”朱光潜先生摆摆手说：“很简单啊，就是他自己没搞清楚，他自己搞清楚了他能说不清楚吗？
”所以我们要反对那种晦涩、艰涩的文风。
黑格尔说：“深”有两种：一种是的确有很深刻的东西，一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以艰深来文饰其文
字的简陋。
真正好的文章，是能让人明白的文章。
很多大家的书，如翦伯赞、冯友兰、朱光潜先生的书，都是很明白的，这是很高的境界，这就是炉火
纯青。
最后，写文章要有味道。
这是较难得的，是学问深度、思想深度的体现。
比如冯友兰先生的书就很有味道，我很容易看下去。
明白、通畅是写文章的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而且要使文章写得有味道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总之，写文章的学问是很大的，希望同学们能多下功夫，把文章写好。
　　最后，我讲一个意思，希望同学们能把做人和做学问结合起来。
古人总讲：道德文章高。
这二者是统一的，诗品、书品与人品也是统一的。
希望同学们在跨人新世纪的时候，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古老、常新的环境中，在人品、学问、文章上
都不断地提高到一个新境界，无愧于北大传统，也无愧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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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　　陆士桢　　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青少年及社会工作研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90年代初，她建立起中国大陆第一个杜会工作系，并在7年里主持召开了三次有海内外众多国家和地区
专家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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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只有通过沉思，才能认识最深的真理，当我们的意识完全沉浸在沉思这中的时候，我们就会
明白，那不仅是一种获得，而且是我们与它的合一。
因此，只有通过沉思，让我们的灵魂与思想的最高峰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所有的活动、言辞、行为才
能变得真实。
　　——泰戈尔　　一流学府的思想之声，著名学者的智慧集锦！
 《在北大听讲座》书系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人民日报》《南方周末》《读者》《中华读书
报》《中国青年报》《新浪网》等数百家媒体报道或转载，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思想读物，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强力推荐，深受各界读者钟爱。
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约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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