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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评传》

前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
，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
，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
。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
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
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
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
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
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
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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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评传》

内容概要

《郭沫若评传》内容简介：郭沫若（1892-1978），又名鼎堂，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
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评传》从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出发，透过郭沫若一生的学术成就，
揭示出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卓越贡献。重点考察他因“疑经”而探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
通条例，开拓困奥；用实物证史，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因史而论周秦诸子，考释诗词曲赋的“国学”
研究体系。同时，发掘其治学的心理过程、学术风格，以展现“国学大师郭沫若”的风采。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精通数国语文，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五四运动后与郁达夫、成仿吾等
，创立创造社，发刊创造月刊、季刊、周刊及文学丛书，倡导文学革命。研究文学历史、考古及科学
等，均有其精湛独特之处。参加革命工作，三十余年，为八一南昌起义之核心人物。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当代著名杰出之文学、史学界权威，蜚声国际，努力世界和平运动。公
余雅爱挥毫，书法颜真卿，而有其个人面貌，迥异时流。卒年八十八。著名文学家，历任政务院副总
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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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评传》

作者简介

谢保成，男，1943年生，196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现
为该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出自制主要论著有《中国史学发展史》、《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合著
）以及《隋唐五代史学》、《中国隋唐五代思想史》等。近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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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评传》

书籍目录

总序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序英文提要导语 20年代国学状况概览  国外思想学说的冲击  本土文化遗存的发
现与整理  国学研究中的几个新流派第1章  跳出国故的国学体系  1.1 吞吐中西的文化观  1.2 两种国学概
念  1.3 认识古代真实的新体系第2章  登堂入室，究其阃奥  2.1 吾国文化之渊源  2.2 急于利用卜辞的一段
弯路  2.3 打开秘密的贡献第3章  凿破彝铭之浑沌  3.1 考释器铭的新思路  3.2 条理金文成大系  3.3 潜心彝
铭，探察两周社会  附：几组刻石考释与一部沉埋的遗稿第4章  苏活古书生命  4.1 倡导古书今译  4.2 注
重文献时代  4.3 广集版本与理校  4.4 整理、研究紧相结合第5章  纵论周秦诸子思想  5.1 考察周秦学术的
历程  5.2 辨识儒家的两重性  5.3 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  5.4 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第6章  诗词歌赋之中品人物
 6.1 考骚赋，证屈原  6.2 力辨胡笳诗，意在文姬不在曹  6.3 详校《在生缘》，七考陈端生  6.4 品味唐诗
，评李说杜第7章  再现历史画卷的成就第8章  学者、诗人与政治身份郭沫若学术年简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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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评传》

章节摘录

本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与整理国外各种思想学说和学术方法纷呈的同时，数量众多的中国本土古代文化
遗存陆续被发现，并开始了系统的整理。对此，王国维称之为：“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之时代，自
未有能比者也。”②当时的新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史前遗址的陆续发现。1921年
秋，发现“仰韶文化”遗址。1922年，发现“河套人”。随后，在甘肃、山西等地，陆续有新石器时
代遗址被发掘。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首次发现“北京猿人”遗骸。两年之后，古生物学
家裴文中在该处发现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后来，在山顶洞穴内又发现8个人类个体，属“新人”阶
段，为蒙古人种的祖先，被命名为“山顶洞人”。1928年起，在山东、河南等地多次发掘，发现“龙
山文化”遗址。这些史前遗址的发现，使得国学研究大开眼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向史前推移了若干
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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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评传》

后记

我步人郭沫若研究领域，要从我的导师尹达先生和郭沫若诞辰90周年说起。30年代最初的几年间，尹
达（原姓刘名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多次参加河南、山东等地史前遗址的考古发
掘。后来，他回顾说：自己的“学习考古”，“进入古代社会研究”，都是受郭沫若的影响，并自认
为是郭沫若的“私淑弟子”。自1954年起，尹达一直协助郭沫若主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历
史研究所的日常工作。1978年郭沫若逝世后3个月，我考取尹达先生的研究生。1981年获学位后，留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史学史研究。1982年10月，史学界拟定召开纪念郭沫若诞辰90周年学
术报告会。当时，尹达先生正重病住院，经与副所长林甘泉等商议，指定由我负责协助起草文稿，并
在报告会上代尹达先生宣读。之后，又出席了郭沫若故居的开馆仪式。不久，陈清泉、苏双碧等主编
《中国史学家评传》，约请尹达先生为郭沫若作传，我再次被指定为主要执笔人。两万余字的评传稿
通过后，尹达先生尚未见到正式发表便溘然长逝了。在这当中，我对郭沫若其人、郭沫若的学术道路
渐渐产生了兴趣，随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为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应叶桂生之约联合写了一
本《郭沫若的史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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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评传》

编辑推荐

《郭沫若评传》是中国新闻出版署“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
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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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评传》

精彩短评

1、很普通的传记类书籍，全是正面的评价。
2、这本书叫郭沫若学术评传更加恰当，因为貌似仅仅谈论了学术。
3、角度比较客观
4、对于像谢这样正统派史学工作者而言，写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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