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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张力》

内容概要

“文化史”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至于什么是“文化的眼光”,这就要回到一般所谓“大
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历史研究中,文化与文化史
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的地位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中,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坐标系来确定。来自新文化史的
启示,对于人们思考文化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具有积极建构意义,但与此同时,文化史研究者也应警惕
新文化史内在的隐忧,借助新文化史提出的问题思考文化史研究的走向:首先,新文化史并非文化史发展
路径中必经的一站,二者学术旨趣相近,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其次,文化史必须从它在后现代
主义——新文化史那里所能找寻到的认同点中谨慎选择,在“再现”与“建构”、“想象”与“实践”
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至于矫枉过正;再次,文化史必须致力于碎化历史与总体史的制衡。本书从文化史研
究向何处去、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中国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华文化结
构论等维度对中国文化史进行了专题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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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晓明，1951年出生，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现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
化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国
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已出版著作十余部，主要有《姓名与中国文化
》（人民出版社，2001）、《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商务印书馆，2006），
《百年忧患》（东方出版中心，1997）、《亚圣思辨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晚清那些人
和事》（东方出版中心，2013）等。另有合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等十余部。
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社
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摘录。曾获曾宪梓高校教师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湖北省及武汉市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Page 3



《学术的张力》

书籍目录

一、史学理论篇
系统论与历史科学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学术理路与史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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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事述论篇
中华文化结构论
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文化论纲
中国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兼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若干通则
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
唐才常论
严复与近代思想启蒙
张之洞文化人格论
政治对手，文化同路——曾国藩、洪秀全合论
近谋远虑谁能解，得失成败论书生——戊戌一百一十周年祭
“态度”“思想”不容混淆，“民主”“科学”互为前提——“五四”精神再反思
三、史义析论篇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
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平议
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论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关系之探讨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
四、史著评论篇
仁山智水时时新——评60年间问世的五部文化史著作
体验中的理解，建构中的解释，批判中的反思——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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