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海随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学海随心》

13位ISBN编号：9787545812069

出版时间：2015-12

作者：张剑光

页数：4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学海随心》

内容概要

序
进入历史学研究这个行当，就不知不觉地按着一定的要求和规则写书写论文，做科研，升职称，心无
旁骛。一路向前走，写了些论文和几本书，全是学术型的。不过写论文之余，常会开小差，写些小文
章，无规律无章法，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怒哀乐，冷嘲热讽，随心所至，自由散漫。这样的小文章
越积越多，写好了还喜欢让一些朋友看看，请他们提提意见。有几位朋友提醒我，这些文章可以结集
出版，不要随便一扔了事。于是我想，四处放着，也是浪费，还不如堆在一起，供大家饭后消遣比较
好。
我动动笔随便写写的冲动有时比较强烈，这可能来源于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记得最搞笑的事情是小学
三四年级，去学校边上一个生产队劳动后老师布置写作文，那一次我灵感来了对作文的内容大大美化
了一番。那篇作文获得全班最高分，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解。作文第二名的同学看不下去了，
举手揭发，说我很多内容是假的。作假令人不耻，一下子感到很羞愧，于是红着脸，几乎要哭出来。
没想到语文老师说：作文可以有一定的虚构。老师太可爱了，一下子把我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从此
我对语文课充满起了十二分的兴趣，有了成记者当作家的梦想。
当然最后记者和作家都没有当成，却跨进了历史研究领域，研究起中国古代史，职业成了个大学教师
。不过本性难移，尽管写不出优美的文字，却一有感觉就想写。生活是十分简单，教室和家，两点一
线，这几年，闲来先上博客，后上微博，觉得还是涂几个字打发空余时间比较合适。于是，放松心情
由着性子乱写，也不怕得罪什么人，反正也没人知道我是谁。有时也想，古人除了撰写点正经的史书
外，也会喝着小酒，弄点笔记野史，编点小说杂剧，那今天我也何尝不可？遂附庸一下古人的风雅，
喝杯清茶，来点胡思乱想。
我的生活是围绕着科研和教学忙碌，闲来的思考也跳不出这个范围，写的东西或多或少与两者有关。
说来也好笑，尽管研究历史需要理性，而我却是个感性动物，好激动好放纵，写文章是心由相生，指
东写西，不成体系。想想已是这么大年纪了，不想压抑自己，还是由着性情随便写吧。将这些小文章
合在一起，起个书名为“学海随心”，大体表示书里不瞎聊天南海北，都是沾点学术和教学的边，同
时也告诉大家，各篇文章都是临时起意写的，常会欠考虑，不周到。
收在本书里的小文章可分四个部分。“静思杂识”是我对学术和工作的一些想法，纵古论今，虽然不
乏冷嘲热讽，但都与学问带点关系，有所思考，有所想法。“史学漂泊”大多是我用基本资料撰写的
一些学术短文，东晃西荡，有几篇只是有一丝丝学术的感觉，当然也是试图提出点看法，解决些问题
。“闲言风语”是我对平时生活中碰到的一些事情谈的看法，虽不是学术，近似于生活感悟，但都与
我从事的职业有点小关联。“桃花潭水”一部分是对一些已故老师、友人的怀念，一部分是对学生的
真挚情感回忆。
今天写这个序言的时候，伸头往窗外看，天气晴好，太阳四射，蓝天白云。昨天一朋友送来几盒今年
的新茶，泡上一杯，香气四溢，神情气爽，觉得生活是这样的美好。学海无涯，感悟无穷，唯有不断
努力。
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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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剑光，上海嘉定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
和古籍整理，已出版《三千年疫情》、《入土为安——中古代丧葬文化》、《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大唐王朝之谜》等著作十余种，主编《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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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序
【靜思雜識】
贏了還是輸了
享受北大
人人都說季先生
典範之作
曹操墓的學術背書
茶葉宣告了什麼
坐在馬桶上看論文
常州之『常』
《定命錄》中的命定論
伏羲文化
古今中國人的數字感覺
寒風中寂寞的孔子像
自家人不打自家人
快進快出的韓國遊
清華該改革什麼
美麗的紹興
小氣的日本人
超學術手段
要上花轎了
一本《明史》
一稿兩發
照片裡的四大名著
百無用處是書生
文景之治
誰更貽害社會
導師的菩薩心腸
大學生論文
眼光
到了教師節
學生的短信
清高
不與時代同調
關於抄襲事件
明代詞人李清照
形式主義
審稿單
逃難
網上的材料不能全信
讀書何用
杜牧更厲害
內心的閱讀
敢拍嗎
大師
家父
天子令宰相受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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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典犯贓
【史海漂泊】
八赤、八尺和八坼
『隋』與『隨』
古代上海有老虎
林則徐與漕河涇地區的水利
曹操墓的真與假
常熟的仲雍墓
仲雍與虞仲
唐朝的貢茶
唐代的宦官學校
唐代食用文蛤
曹王李明的活動
男人眼裡的女人——也談『列女』和『烈女』
好女人的標準——貞節與烈
明朝人的曲全法度
橫看成嶺側成峰
韓愈譏諷了鄭權嗎
張良還是有後的
楊涉父子
元朝的嘉定話
松江的無爲教
上海沒有太倉
建廟祭神
清朝也有拆遷
清朝人的小康社會
古人不怕河豚
倒鉤
兒子撞上了父親偷情
常州有必要研究『齊梁文化』嗎
三千年疫情的當代思考
上海的武林高手
請辭
賢相也俗
跨界將軍
一朝天子一朝臣
讀《莘莊方言》雜想
《嘉定方言詞語匯集》讀後感
讀《錢塘江流域經濟開發史》書末的『參考文獻』
讀《插圖本大師經典》
『話說千古之謎』系列序言
唐代職官制度的新解構——《唐代吏部尚書研究》評價
劉麗《7-10世紀蘇州發展研究》序
學校圖書館的《二十六保志》
乘桴子先生的書評
【閒言風語】
心煩了就看散文
冬至和聖誕節
多如牛毛的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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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的外國路數
為莫言得獎而歡欣
做作的表演
我是80級
很小的世界
龍華桃花怎有景
好鬥的網站
乘了回黑車
回家的路
境界
做點好事挺難的
我家也非遺
信不信由你
嚇一跳的『書香徐匯』
將軍真的是瘋子
要出名，就打架
漫長的上學之路
有奶就是娘
一本不錯的雜誌
排位
文章的用詞
關於新四軍游擊隊
變化的身份
不要當真
院長
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哈佛人
清純
見過列寧
教孩子們學游泳吧
領導
我是功臣
新聞發言人班
是真還是假
香格里拉的後花園
少林寺的武僧
【桃花潭水】
《通向義寧之學》
斯人已去，音貌永在——懷念卞孝萱先生
她的笑容永遠在我們中間
仁厚的金德建先生
讀《黃永年文史五講》的遐想
懷念近代史專家季平子先生
悼念顧鳴塘老師
朋友一路平安
中統特務
背影
十四年前的學生
醉酒
2006級古典文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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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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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鲜活的个人史。
2、师父棒棒哒~
3、想起了很多点滴
4、大部分在博客上讀過。
5、生活不会亏待善于观察的人，以小见大才是史家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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