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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

作者简介

出生日期：1959年11月15日
籍　　贯：山东省济南市
学历与工作经历：
1976年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当农民；1978年2月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77级本科，获学士学位
；1982年1月毕业后进入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同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82级研究生，获硕士学
位；1985年7月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任教。2002年8曰—2003年7月，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研
究领域：研究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大革命”群众问题。
已发表专著三部：《哲学中革命变革的实现》（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年）、《实践的哲学和哲
学的实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
文大学出版社， 2003年）。参加译著四部：《文化和价值》（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形而上
学的恐怖》（三联书店，1999年）、《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即出）、《马克思主义
的主流》（三联书店，即出）。参加合写的著作约有五部。发表论文约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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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

精彩短评

1、唐少杰矜印，硕士第二书。1968年和1971年确实是文革中的两大关键年份，该书抓住了变化的节点
。叙述中对毛与赤兵领袖的博弈以及群众运动的走向和文革失控与复控的提示，以及毛在武斗白热化
阶段暂时放弃“党权大于军权”的一贯作风等等都提示人文革十年是一段及其复杂的历史。
略啰嗦。
2、为神马那本《毛最后的革命》我发不出来，这本倒可以，豆娘，你的G点真奇怪~~
3、这段腻屎啊。
4、有史料价值，但缺乏史家高度。
5、读起来太太太辛苦了
6、散落书中各处的观察比作者的理论尝试更有价值。本书奇怪的结构恐怕会frustrate很多人。
7、:无
8、怀着猎奇的心理看的，我承认后面的学术分析都木有看，只看了前面对于百日武斗的详尽叙述，
足够让我瞠目结舌。里面的很多人物后来长期在学校工作，当我看到这些淡然谦逊老教师时，都不禁
想象当时他们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
9、用细致分析一群暴徒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不太能发掘新知 我希望的是看见夹边沟式的讲述方式
10、主要收获是了解了激进派和保守派的人员由来，从而达到了一叶知秋的目的
11、缺少左边的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
12、[昔时所读] 2010.10借读，内容挺丰富。
13、清华百年校庆，蒯大富还能大摇大摆的作为嘉宾去，真是无语了
14、再啰嗦一点，就是报告文学了。清晰，不清醒。
15、作为史料是很厉害的
16、虽然读书感受不到唐老师铿锵的演讲，但脑袋里终究是比听课清楚一些。读完写完笔记后才觉得
，说得没有很清楚也没有很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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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

章节试读

1、《一叶知秋》的笔记-第85页

        我要强调的是，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文革的历史源流，这并不排斥从其他角度诸如中国传统
文化的角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影响的角度、中国共产党内长期盛行的“左”
倾势力和”左“倾影响的角度、苏俄模式影响的角度以及领袖个人因素的角度等来考察文革的历史源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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