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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前与书后》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录的一面是作者几十年来在翻译介绍史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如康德、卢梭、孔多塞、梅尼克等人著作时所作的篇篇译序；另一面是作
者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理学，宋学，王国维的哲学和梁启超
的史学的研究文章：同时也将作者对师友的片断杂忆以及对历史学的点滴思
考纳入并蓄。
    书中各篇虽是作者学术著作译作之外的点点珠玉，但却能更好地映现作
者在史学哲学领域的学术思维和孜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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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前与书后》

作者简介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
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
、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康德、卢梭、罗素、帕斯卡、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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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前与书后》

书籍目录

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序朱高正《康德四讲》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译序康德《历史理性
批判文集》译序卢梭《论科学与艺术》译序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译序梅尼克《德国的浩
劫》译序《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译序盖伦和他的《科技时代的心灵》《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
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跋从宋初三先生看理学的经院哲学实质略论宋学分野的来源及其历史背景论王
国维的哲学思想略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历史坐标的定位也谈“清华学派”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
回忆吴雨僧师片断释“国民”和“国民阶级”——兼忆侯外庐先生怀念王浩冯佐哲《清代政治与中外
关系》序笔谈四则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读书》通讯五则从一本书联想到的“中学”与“西学”
——从李陵说起原子、历史、伦理——读《费米传》书后重提一个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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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前与书后》

编辑推荐

本书是作者自己的著作。本书更多收录的是作者对史学哲学名家的学术研究文章，虽然较为零散，但
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在史学哲学领域地学术思维和对历史哲学地深入研究。    本书主要分两部分，一
方面收录了对国外著名学者著作时所作的篇篇译序,如：康德、卢梭、孔多塞、梅尼克等人；另一方面
是对国内史学名家的研究文章，如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此外，作
者还收录了对师友的片断杂忆以及自己对历史学的点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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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前与书后》

精彩短评

1、GREAT!!!!!!!!!!!!!!!!!!!!!!!!!!!!!!!!!!!!!!!!!!!!!!!
2、老先生的书大多是翻译类,很少的个人创作类,这是他不多的个人著杂文书.
3、“逐渐意识到了技术也需要有声光电之类的基础科学知识作为依据。再进一步又认识到科学技术
的发展不仅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还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与之配套，于是涌现了要求变法维
新、开议院、定国是的潮流。及至20世纪初，思想认识更深入了一步，便有大规模介绍西方思想文化
（与物质文明相对而言）之举，从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直到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中国就这样走
过了她现代化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从形而下的器走向了形而上的道，对于现代化有了直接的感受和认
识。在这样一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各种复杂的情况，绝非非此即彼的简单二
分法可以一言定案的。”
4、很是钦佩何兆武现实的宽容之心
5、本书收录了何兆武先生撰写的各种序言，既包括他亲自翻译的康德历史理性论文集，也包括梅尼
克的德国浩劫的译序，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当序言，而且可以视作何先生对于康德历史哲学和梅尼克历
史哲学的研究和批判，这些文章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当然，在这些文章中还有何先生对于西
南联大的回忆，对于各位先生的评论，都可以与《上学记》想参考，可以说这些文章，是引发何兆武
进行口述回忆的起因。最后几篇文章，是何兆武与读书杂志的关联，可以看出他对于学术规范和历史
史实的熟悉。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侯外庐先生回忆，认为侯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一
丝不苟，而且彻底是进入到马克思思想内部，并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之中。也可以从何
兆武的评论中，看到老一辈史学家的风范。
6、关于书的书都在我的收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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