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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思想》

内容概要

本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二十年來的研究心得，針對思想史的發展與學術史的分析，向關心
歷史與思想的讀者，提出一個通論性的展示和一個明確的歷史觀察。
他認為：思想的力量是可以超越歷史決定論的限制而創造發展的，他便是據此信念探討中西史學思想
的種種問題而完成本書。
全書共收分十七篇，主要論題可分為下列五項：
１討論中國(專制)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
２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
３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及有關史學的一般問題，
４對紅樓夢這部小說提出新的看法，並檢討當前紅學考證 運動得失，
５評析探討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
６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的關係，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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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
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
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
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
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
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
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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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黄宗羲显然不希望知识分子都变成皇帝所驯养的政治工具；东林和复社的精神仍然活在他的心里
，他要知识分子负担起批评政治的认为。
2、余先生的文字极好。此乃精神
3、余英時先生是當今最好的華裔歷史學者，沒有之一
4、封建余孽余英时，一心想着复辟。曲学阿世！被儒家洗了脑。
5、看完真是恋恋不舍
6、哈哈有個標籤是牽強附會~
7、1976年出版后重印了26次！
8、严耕望和余英时是钱穆最有成就的两个弟子，但是显然余英时更像钱穆。余和钱都不是纯正的历
史学者，都带着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气息。看他们的书，要格外小心。
9、最经典的余英时选集，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装帧。
10、历史启蒙之作
11、需要一点一点慢慢啃
12、read the most recent version.你会发现余先生当年也是会用时髦语言写东西的
13、早期之作，有局限。
14、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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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290页

        苏格拉底其人其学在哲学史上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迷，这主要是由于他没有什么著作流传下来。

2、《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39页

        董仲舒事实上是窃取了法家的“尊君卑臣”之论。...《礼记》中纵有先秦资料，但其书至少曾经汉
初儒者整理。魏张揖甚至说它是叔孙通所撰。

3、《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127页

        宋明理学从朱熹到王阳明当然是一条主流，是以道德修养为主的。或者用儒家的旧名词说，就是
尊德性之学。和尊德性相对应的，还有道问学的一方面，道问学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的学
问知识。所谓尊德性之学就是肯定人的德性是本来已有的，但不免为物欲所蔽，因此你要时时在这方
面下功夫，保持德性于不坠。但是尊德性也要有道问学来辅翼，否则不免流于空疏。这本是儒家的两
个轮子，从大学中庸以来，就有这两个轮子，不能分开。

4、《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48页

        以今天（1976）中国知识分子在全中国范围内的遭际来说，反智的政治实已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
程度：不但智性已普遍而公开地遭到唾弃，知识分子更是在绝对权力的支配下受尽屈辱。

5、《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93页

        王阳明学说的出现把儒学内部反智识主义的倾向推拓尽致。

6、《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49页

        中国政治传统的反智成份在思想上渊源于法家，与法家汇了流的黄老道家以及法家化了的儒家也
都会在不同的程度上给反智政治提供了理论的基础。而反智论的政治内核则可归结到“尊君卑臣”这
一最高原则。

7、《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68页

        君权是独占性最强的东西；除非万不得已皇帝对于他使用不尽的权力决不肯交给宰相，宁可让他
的宫奴去分享。这就是自汉至明，宦官之祸所以始终不断的症结所在。

8、《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46页

        朱熹，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
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9、《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281页

        从古到今，无数第一流人才都流入政府，只有失意科场的，才走上其他路途。

10、《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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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智论在法家的系统中获得最充份的发展。无论就摧残或压制知识分子言，法家的主张都是最彻
底的。更重要的，从秦汉以后的历史来看，法家的反智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造成了持久而深刻的影
响，决不是空谈仁政的儒家所能望其项背的。

11、《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97页

        朱子尝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

12、《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87页

        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明确口号，要用经典研究的实学来代替明心见性的虚理。

13、《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9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所以养士，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
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
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学校应为批评政治是非的所在）

14、《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10页

        黄宗羲显然不希望知识分子都变成皇帝所驯养的政治工具；东林和复社的精神仍然活在他的心里
，他要知识分子负担起批评政治的认为。

15、《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6页

        知识必需到了能类推、分类阶段才是系统的知识。  ...故人君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
而亡（荀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

16、《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278页

        高度的技术和人口资源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之后，经济发展就掉进了陷阱之中。

17、《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239页

        中国古人所谓善疑方是会学                

18、《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40页

        “三纲”说也是法家的东西。韩非的《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

19、《歷史與思想》的笔记-第130页

        朱熹的学术体系里面，虽然第一是尊德性，但在尊德性之下，他还特别重视知识的基础。“乾道
主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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