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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内容概要

何兆武文集：中西文化交流史论，ISBN：9787216051279，作者：何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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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作者简介

何兆武，祖籍湖南岳阳，1921年生于北京，1939-1943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43-1946年就读于清华
大学（西南联大）研究院。
　　1957-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任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偕历
史系教授。曾兼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方交换访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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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书籍目录

序言
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二 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介
三 清代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四 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与中国文化
五 中国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
六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撞
七 徐光启论
八 利玛窦与《中国札记》
九 阮元与李善兰
十 评李约瑟《中国科学思想史》
十一 与席文教授的通信
跋 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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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精彩短评

1、我只读了跋文～
2、里面收录了何老的多年思考，很不错，值得推荐！在当今历史哲学思想中，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不过，何老是主张自由选择的，我是宿命论者！11.自由意志你的决定不是你自己的我们的内在本能或
经验决定着我们作出行动、思考、吃饭、偷窃、说谎或拳打脚踢的一切决定。我们的整座文明大厦完
全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但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我们的大脑制造出一种
大脑中某处的&quot;你&quot;正在作决定的感觉。但这是一种幻觉;大脑机器中不存在这样的幽灵。这
对我们的自我感和道德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能控诉不受意识控制的人的所作所为吗？科学在慢慢证
明思维根本不具有创造性，人没有选择的权利！
3、何先生向我展示了什么叫作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能及万一,心愿足矣.当观点不敢苟同,似乎有点过了.
但有事实为依据,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这就够了
4、该书作者是著名学者，书中每篇论文都很有见地，值得一读。
5、中西文化交流神论啊⋯⋯
6、引用了大量的，翔实的资料，对于学术研究很有帮助，如果只是出于阅读休闲的目的购买，不推
荐。何老先生全篇多次重复他的观点，有些啰嗦。
7、可做启读，不过略显陈旧。
8、真真实实的一本好书！！！作者就不用介绍了，研究国学的人如果不了解他的话，也就不用再看
这方面的书，该书观点鲜明，立论严谨，取材广泛，很值得一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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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章节试读

1、《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的笔记-第3页

        p.3 

“任何历史评价应需首先为自己定位在一个一定的坐标上。没有一个标准，我们就无从进行评价。当
然，每个读史者可以各有其自己不同的坐标。因而也就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评价。但从根本上说，终究
是应该有一个大体上为大家所能一致认同的大前提作为标尺。否则，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
史学家”（卡-贝克尔语），那就没有一部人类共同的历史可言了。毕竟，人类只有一部共同的历史，
我们大家都活在这唯一的同一部历史里。

自然科学家在其研究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价值中立的。只有是在这个过程的之前和以后，才以一
个价值判断者的身份介入其中。而人文研究则相反，他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之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他的价
值判断，不是这样，就不称其为人文研究了。人文现象之所以称其为人文现象而有异于自然现象者，
全在于其间贯彻始终的人文精神，亦即价值判断。人文研究有其不可（也不可能）须臾离异的价值观
；也可以说，可离异者非人文研究也。它之不可离异，亦正有如自然研究之完全不可以有赖任何的价
值判断。知识并不是某种现成给定的客体（Gegenstand），而是主体客体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状态
（Zustand）。可是问题就在于：自然研究的对象是给定的、在价值上是中立的，而人文研究的对象（
人）其本身就是彻头彻尾贯穿着人文动机的，一切人文现象都是人文动机（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因
此它就不可能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没有人文动机就不会有人文
现象，恰如有了人文动机就不成其为自然现象。因而历史学的研究就必须为自己设定一个价值坐标或
评价标准，一切历史现象都在这个坐标上给自己定位。自然现象本身无所谓美丑或善恶，而人文现象
之成为人文现象却有赖于形成这一人文现象的人文动机。研究历史不为其人文动机定位，那就成了演
哈姆雷特而不要丹麦王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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