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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士与中国文化》由余英时著，是文史哲学生的必读书，是研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经典
书。本书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把“士”看
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完全不能超越者。作
者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一再地超越自己的限制，则正是凭借着此一“未定项”。本书在修订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四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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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
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
座教授。1973年－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
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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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序
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二、道统与政统之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兼论“俳优”与“修身”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五、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六、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七、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八、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附录：“士魂商才”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
九、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
——《朱子文集》序
十、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十一、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十二、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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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完全不能超越者。沈家本作为士，去礼教的修律是否可以视为超越
呢？
2、洋洋61万字终于 看完了 一遍。
3、天 讀的好痛苦
4、余英时是叼啊
5、好书。史料详实文笔有力，余英时从不同侧面、时段对士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作了解读，道统与
政统的历史梳理也是思想史的一大脉络。比较文化史角度point：中国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异同、渊源
；内在超越、哲学突破；士与商。【补充读物费孝通《皇权与绅权》】
6、用近半年时间终于将此书啃完。对于对古典经史子集不熟悉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部烧脑的大部
头。但读过之后，确实很有收获。俨然是一部中国思想史，虽然局限在士这一阶层，也能代表了中国
文化的大部分。
7、一、三、十二。中国士人脱胎自封建社会的士贵族，经游士阶段后借制度入仕成为官僚，难能可
贵的是，历代均有众多体制之内的士人以弘道为己任，心怀天下。毋宁说，在道统与政统的角力中，
士人群体对道与势的认知和选择构成了中国的历史。中国士人传统讲究修身，追求内向超越，同时又
安身立命于现世，积极实践——阶级的超越性。只是近现代，在西学和反古浪潮的冲刷下，这种深刻
而优秀的传统已经式微。如今多有教书匠、书呆子，商人和盗贼当道；而知道分子太多，知识人乃至
士人太少。不过，近几年又让人看到了中国振兴的新希望。
8、余先生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研究和对文化重建的反思比现在高谈阔论民主自由动不动拿美国日本说
话的社会公知深刻太多。
9、对道统的论述特别有意思。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一直有着一些无形的羁绊。
10、与阎步克师《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堪称双壁。
11、这种写法真是值得学习，在郑也夫那里有一个辐辏式结构的说法。
12、看这种书好费神，终于看完了，要出去happy下～
13、《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14、繼續啃
15、给一般读者也提供了重新认识“士”这一群体的思路。
16、重温，还是很棒。
17、历史真是有其韵律，汉代的循吏让人想起宋明的理学地方官，魏晋对情的强调促使南朝礼学的新
发展让人想到明清情欲解放向严格礼学的转化。
18、要是能再紧凑一点就好了
19、新生导师大一就在推荐，现在才读⋯
20、1512.
21、此书重要自不待言，为英时先生研究之一阶段总结，以时间为序，探讨“士”成为中国历史独立
之阶层，其思想之坚持与变迁，且与吾国历史文化发生影响；最精彩处还是自精神层面对士阶层的形
成和演变做了细致梳理，尤其对彼在几个关键历史阶段的群体自觉和内心自觉的分析；各文详略不一
，兼可与《朱熹的历史世界》、《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诸书对照阅读
22、嘟嘟嘟⋯⋯算不算读完了哇。好激动，有木有。没读懂，有木有。防守全线崩溃有木有。
23、泛读了一遍，书很好，但是是学术书。不是历史粉或者历史专业的人，不会有耐心精读。跟《中
国历代政治得失》一样，是贯穿中国史的一条线。书被禁，甚是可惜！
24、大篇幅，但收获很多。帮助我理清了很多疑问。可惜是选编的论文集，如果一本完整体系的书就
好了。
25、引经据典，硬头硬马的学术著作，不怎么看的懂⋯⋯从此选书时把可读性排在第一位
26、才大如海
27、翻完。
28、韦伯那篇比附过甚，在韦伯的框架下站不住脚。
29、余先生的书可谓是文史哲必读书目
30、从巫到鬼到礼再到诸子百家，发展与异化，千年宛若一瞬。读此书，再感研究生时和杨晖老师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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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种种，师友之情，实太怀念。
31、好书，极富创见，学习
32、用時半個月，十月十五日至三十日。受益匪淺，但也多有不能消化處。待學力見長再來溫故。
33、扣一星是不喜欢余英时的政治调调，再扣一星是这书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剩下三星献给这十
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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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109页

        引用《呻吟语》错了一个字。“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相夺⋯⋯”，“既”当
为“即”。

2、《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128页

        引用《论语·为政》，居然漏掉了“齐之以礼”一句。

3、《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519页

        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仁宗之世
，可称之为建立期。所谓建立期是指宋初的儒学复兴经过七八十年的酝酿，终于找到了明确的方向。
在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方面，仁宗朝的儒学领袖人物都主张超越汉唐，回到“三代”的理想。这一理
想也获得皇帝的正式承认。范仲淹所倡导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声则获得了普遍而热烈的
回响。
第二阶段的结晶是熙宁变法，可称之为定型期。这是回向“三代”的运动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
”的阶段，也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的时期。在神宗与王安石之间，这时出
现了一个共同原则：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 尽
管以权力结构言，治天下的权源仍握在皇帝的手上，但至少在理论上，治权的方向（“国是”）已由
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决定，治权的行使更完全划归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执政集团了。
第三阶段即朱熹的时代，可称之为转型期。

4、《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251页

        士之群体自觉
士之个体自觉
新思潮：
1避世思想
2养生与老庄
3.经济背景。汉晋之际，士大夫之个人经济情况大体皆甚好，故多能宾客满座高会倡乐。
4山水怡情
5.文学与艺术。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之个体自觉既随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之发展而日趋成熟，而多
数士大夫个人生活之优闲，又使彼等能逐渐减淡其对政治之兴趣与大群体之意识，转求自我内在人生
之享受文学之独立音乐之修养，自然之欣赏，与书法之美化遂得平流并进成为寄托性情之所在。亦因
此之故，草书始为时人所喜爱。盖草书之任意挥洒，最与士大夫之人生观相合，亦最能见个性之发挥
也。
按儒家经术之衰与老庄思想之兴最为汉晋间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

5、《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400页

        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
新儒家的兴起与禅宗的影响
天理世界”的建立-新儒家的‘彼世’
“敬贯动静，入世作事的精神修养
“以天下为己任”新儒家的入世苦行
士大夫对商人的改容相向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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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127页

        引《明儒学案》，“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错为“遂非后名教⋯⋯”

7、《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105页

        有一个错别字。“俳谐怒骂岂时宜”，应为“俳谐怒骂岂诗宜”。

8、《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543页

        儒家社会思想的新发展：
1，义利之辨。顾宪成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传统义利观和明代新义利观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义利离”
，后者则是“义利合”。
2.奢的社会功能 ，到了十六世纪，竟出现了一种肯定奢侈的思想。
儒学的宗教转向：
第一、“请愿祈祷”。第二、颜山农在当时获得许多人的真诚信仰并不是因为他在儒学思想上有特殊
的造诣，而完全由于他的宗教人格所发挥的感化力量。

9、《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477页

        至少到今天为止，言行完全一致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还没有存在过。而言行完全相反或基本
上背道而驰则是社会秩序即将或正在崩溃的象征。

10、《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8页

        我们虽然承认“士”作为“社会的良心”，不但理论上必须而且实际可能超越个人的或集体的私
利之上，但这并不是说“士”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可以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的程度。所谓
“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决不是永恒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
年大节凛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
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至于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
，在历史上原是难得一见的。

11、《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103页

        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俳优”与“修身”

12、《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7页

        顾颉刚说“士为低级之贵族”，这是正确的论断。
士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起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
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

13、《士与中国文化》的笔记-第126页

        引用史记·太史公自序，“绝惠王利端”，错为“利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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