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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集》

内容概要

《治学集》这本集子，由《书林》杂志编辑部编辑，一九八三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书林》
杂志“治学篇”专栏的文章的集结。作者侯外庐、冯友兰、任继愈、朱光潜、李泽厚、严北溟、谢国
桢、罗尔纲、蔡尚思、赵俪生、商承祚、季羡林、郭绍虞、徐中玉、许涤新、徐铸成等二十八人都是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学有专长的学者、大师，他们结合自己的经历，漫谈治学经验和方法，．具
体生动，真实亲切，和假大空的文章截然有别，是当代青年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大学生一本终身
受益的励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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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集》

作者简介

《书林》是评介图书、引导读书的书评性质的读书杂志,以广大读书爱好者为对象,内容为评介中外图
书,交流读书心得,传播图书信息,丰富读书生活。 《书林》创刊于1979年9月,原为双月刊,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后应读者要求,自1986年1月起改为月刊。 《书林》创办以来,始终以“给人老老实实的知识
气“不语‘怪、力、乱、神,,不发假大空的文章”为自己办刊的宗旨。
《书林》是本资格很老的读书杂志。该杂志在1988年被评为上海市10大最佳期刊，但好景不长，10周
年纪念刚刚过去，次年5月便悄然停刊。为什么停刊，没有交代，但个中原由，读过该杂志的人，大
约都能心知肚明。《书林》的扉页上，常登载文化名人的介绍和图片，但在89年第6期，突然用很大的
黑体字，登出的是这样一段话“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
自己”，醉翁之意，昭然若揭；89年第7期上又石破天惊地登了刘禹锡的一首诗“瞿塘嘈嘈十二滩，人
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大约其时杂志的前途已经是风雨飘摇了，从中
可以想象到杂志同人愤懑的样子；到了89年第8期，在“书林折枝”栏目还是列了一组关于思想解放和
言论自由的文摘。苟延残喘到1990年5月阑珊关门，这份杂志终于如彗星般消失了。
《书林》有个水平很不错的作者群，老的如罗尔冈，蔡尚思，陈子展等，新的象箫功秦，何清涟，朱
学勤，康正果这些现在的活跃中层知识分子都有撰文。和《读书》想比，文史方面的文章分量不足，
介绍性的东西比较多，这大概和杂志的起点有关。其他文章不少也显得比较浅，而且时代的烙印很明
显，偶尔还会刊载些文化，人物的花边内容和流行书刊的介绍，这是上海杂志的通病，《书林》也未
能免俗。
这本杂志突出的贡献是比较犀利，敢涉足一些敏感领域，敢触时弊。比如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
反思，对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引发的乌托邦灾难的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
究和争论，对法国大革命的再认识，对风行一时的《河殇》的推崇和批判等等。文章的内容在现在看
来，或多或少显得幼稚，有的是蜻蜓点水，看来实在不能让人满意，但在当时，能把这些敏感的话题
重新加以审视，不能不让人佩服编辑先生的胆量和识见和筚路蓝缕之功。这些讨论的许多切入点，即
便在现在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比如文革的研究，我们到底做了多少？恕我寡闻，好象早已经没有
了声音，几十年前才发生在这个国家荒诞的匪夷所思的历史，慢慢将会被淡忘，这是幸耶抑或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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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集》

书籍目录

侯外庐：饱尝甘苦的十年
冯友兰：我的读书经验
任继愈：我是怎样研究起佛学来的
朱光潜：我是怎样学起美学来的
李泽厚：我走的路
施昌东：在美学研究的道路上
严北溟：一点青灯伴读书
谢国桢：我的治学经历
罗尔纲：我是怎样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路子的
蔡尚思：我苦学的一些经历
赵俪生：为学途程上的一些遭际
戴逸：我选择了历史专业
来新夏：良师 勤奋 坚韧
胡道静：《古史辨》对一个顽固青年的冲击
朱杰勤：笔墨生涯五十年
陈桥驿：我读《水经注》的经历
商承祚：我和古文字学
季羡林：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
郭绍虞：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徐中玉：我怎么会搞起文艺理论来的
赵景深：我学习中国古代戏曲的经过
许杰：自己走过来的路
许涤新：我是怎样研究起政治经济学来的
胡寄窗：我是怎样走上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道路的
胡焕庸：我和人口地理
刘思慕：我是怎样研究起国际问题来的
徐铸成：我是怎样开始写新闻评论的
赵家璧：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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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集》

精彩短评

1、重点：李泽厚，陈桥驿，商承祚，郭绍虞，季羡林。
2、老一辈人文学者的小自传，写于80年代那个“温暖”、“奋发”的年代，涉及美学、哲学、思想史
、政治经济学、文字学、文学等几个领域。饱经风霜的他们回忆视角不尽相同，倒也折射了迥异的功
底与性情。戴逸、朱杰勤、陈桥驿、胡寄窗、胡焕庸、刘思慕尤其对我胃口。可惜朱光潜留墨太少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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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集》

精彩书评

1、断断续续看了个八九不离十，就写了个简评，没想到字数超了，只能开一书评，把要说的几点说
完。1.80年代的读物拿在手里总是很舒服，现在的装帧设计排版编辑真的没法比，华而不实不说，味
道也不舒服（当然图文、漫画类书籍除外）。2.   这本书是《书林》杂志上相关栏目的文章汇编，写
于80年代那个“温暖”、“奋发”的年代，内容全是学者回忆自述+治学经验谈，涉及美学、哲学、
思想史、政治经济学、文字学、文学等几个领域近30位学者。饱经风霜的他们回忆视角不尽相同，倒
也折射了迥异的功底与性情。有的人说的清新隽永，有的人忆的热烈酣畅。难能可贵的是，书中交代
了他们的籍贯，并附上了照片，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江苏、广州、浙江人的涵养确实比北方人、东北人
优秀很多。3.戴逸、朱杰勤、陈桥驿、胡寄窗、胡焕庸、刘思慕尤其对我胃口。可惜朱光潜留墨太少
啦。。倒是严北溟有些神童气质，可惜他的作品意识形态味很浓，紧跟时代的小聪明是体现了出来。
同样暴露的这一问题的，书中还有一些的。不过，众人的回忆有一个相同点：对于49年以后的生涯说
的很少，对文革10年更是一笔带过。10年，对于人类的生命周期、学人的学术周期可不是小数字。诶
，苦了他们，累了我们。4.陈桥驿、胡焕庸尤其值得注意。他们很像我映像中的日本学者，是人类真
正的脊梁。有这样的老先生，对学生、读者和国民才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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