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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丛书首批推出了“哲学卷”、“历史卷”、“文学卷”、“美学卷”、“文化卷”、“人文教育卷”
、“学术人生卷”等几种，涵盖了人文通识教育的各个领域。本书为历史卷，从历史点滴探讨中华文
明的源流与其精神内涵，处处使人体悟到读历史如同读人生，启发人们去追索、去发现、去选择自己
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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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南大图书馆】深度不够，讨论的问题也没太大意思，一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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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来自多位学术泰斗的演讲文，涉及的范围较广，以考古为基础，谈论到了中国个别人物（王
国维和陈寅恪），古人的天下观，中西日文化互动和术语的形成，汉藏文化等较新的学术成果。优秀
的史学家要具备史识（培养）、史德（坚守）、史才（天生）、史笔（合理，简洁，清楚，明白地写
）。人类心理上的‘贪’、‘欲’、‘野心’导致了战争。看古书经典是要能够听一听以前人已经为
此（做人处事）付出的劳动和取得的成果。观察历史有用时间角度，但只有中国是断代方式（西方是
多国体制，日本从古至今只一代）。另一种是空间划分，世上文化（统计有21种）不同时期和地点，
有不同特点。一个类型存在，既有内在的无产阶级与当权派的冲击，也有外在的无产阶级与内部的冲
击，这些都导致类型之间的转换。这些也不是单向或以时间为轴，而是平行的，同时的，若干不同的
族群彼此来往冲击而产生的变化。在考古学上认为跨入文明的基本标准是两个或三个：一是文字的发
明与使用，二是金属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三是城市的出现。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的历史是
一种有宽容精神的多次融合的历史。因此汉族不是个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
2、不管专业背景是理工还是人文社科，我们至少在中小学时都学过历史。然而历史教育留给我们的
，往往是枯燥和了无生趣的记忆。除了没完没了的时间、人物、事件，除了锻炼记忆力，历史课似乎
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收获。我们很少有机会主动地思考历史，思考它应该如何被看待、它蕴涵着什么意
义、它对当代生活有什么启示。历史因为缺少了人文精神而变得贫乏干枯。抱怨应试教育的弊端已是
老生常谈，情况看起来不可能很快改变。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另辟蹊径。《人文通识讲演录 ·历史卷
》（以下简称《历史卷》）这本书恰好可以帮助我们弥补历史学习的缺陷。《人文通识讲演录》丛书
是一套讲演稿的结集，它发源于东南大学的校园学术讲演活动“人文大讲座”。讲座的主讲人都是在
人文学术方面声名卓著的学者，但因为听讲的人大多是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所以讲座内容并不艰深
，而是力求具体生动、深入浅出。这正好符合了讲座的主旨：并不着眼于讲授知识，而重在传播人文
精神。《历史卷》也体现了这些特点，不过它把人文精神蕴含在了历史学科的一些具体问题之中。历
史研究什么？这是历史课首先应该告诉我们但却一直缺失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历史
只有一些名字和大事年表。在课堂之外，受一些古装影视作品的影响，历史似乎又变成了宫廷斗争和
英雄故事的代名词。在《历史卷》的第一篇文章《我为何写〈万古江河〉》中，中国社会史的权威专
家许倬云教授说，他关注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还有商业、社会、交通等问题；不仅是皇帝的家事和
国事，还有老百姓的生活。其他文章也体现了历史研究对象的多样性。陈美林教授的《中国古代的选
士制度》是关于政治制度史的讲座。刘梦溪研究员的《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葛兆光教
授的《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都关乎中国思想史。葛剑雄教授的《移民与中国》则与历史地理有关。
另外还有考古、军事史、文化史等丰富的内容。《历史卷》通过这些关涉历史学众多分支学科的讲座
告诉我们，历史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仅是英雄和伟人的历史，也是社会经济的历史、思想观念的历
史、文化交流的历史、制度演变的历史。历史怎样研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历史学是否
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庞朴研究员的《古墓新知》和李学勤教授的《最新考古发现和中国古代文明》
介绍了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刘梦溪研究员在《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中，总
结了王国维“三证”的研究方法。吴小如教授在《纵横文化五千年》中更是直接讨论了坚守学术规范
和学术道德的重要性。很多人说，所谓历史就是历史叙事，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甚至历史是“任
人打扮的小姑娘”。确实，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难以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但是，真
正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通过坚持规范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古发现、文献、档案等材料的实证分析，保
证了历史学科相对的客观性。应该怎样看待历史？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与人文精神最为
相关的一个问题。健康的史观远比对历史事实的熟悉更为重要。所以，在《历史卷》的第一篇文章里
，许倬云教授明确表示反对用英雄史观歌颂战争。与许教授相呼应，葛剑雄教授在《移民与中国》中
、冯天瑜教授在《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的形成》中、王尧教授在《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中，
从各个角度讲述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文明之间的相互交融对现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性。这种认识，
在今天不同文化之间充满巴别塔式的误解和对立、“文明的冲突”俨然成为世界最严重的矛盾的情况
下，就显得尤为可贵。这些问题既是历史学本身的问题，也是有关人文精神的重大问题。这些声名卓
著的大学者们，正是带领着听讲的学生穿透历史，看到背后的学术观念和人文精神。《历史卷》在体
例上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在每篇演讲稿前面没有注明演讲的时间。有些文章涉及到考古方面的重
大发现，读者没办法参照讲座时间了解相关研究的进展。但瑕不掩瑜，这本书仍然是为广大大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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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读者补上历史教育的人文这一课而准备的一本优秀教材。本文发表在2007年9月11日《新快报
》B11版。http://www.ycwb.com/xkb/2007-09/11/content_1613316.htm  
3、哈哈，居然看到这本书，嗯，好亲切，这就是我当年在东南大学是参与的那本书。讲实话，希望
这本书大家能去看看，因为当年那些讲座我大部分都听过——作为在场的接待工作人员之一，真的是
很不错，可惜的是在东大那个环境中，识货的人太少，不少人只是为了完成学校的要求，听满八场讲
座，收集8张听课表，却没有真的听进去多少内容。这本书来的不容易，整理工作完全是社团的学生
工作人员靠一遍遍听磁带手写，再经过美女博士徐宏校对，陆老师整理才形成的，说真的，不少专家
学者方言口音很重，加上录音条件有限，讲稿的整理真是花了很多功夫。作为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
推荐一下，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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