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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的文字“一类与史学有关，一类则与史学无关”。前者主要是几篇书评，由小及大，由近至
远，既不失史家的深刻，又兼顾读者的趣味。后者属于作者的业余爱好，有回忆性的写实之作，也有
纯属虚构的“文学”小品。作者在中古史领域有上佳表现，而这些“与史学无关”的文字则非常“有
趣”，而在有趣之外，还能体味到作者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洞察与睿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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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

作者简介

往復人稱“將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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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

书籍目录

自序
读《东晋门阀政治》
在题无剩义处追索
读唐长孺先生论著的点滴体会
周一良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
通者的气象
读《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村民的历史
关于“汉唐间的史学”
《史记》的命运与史学的变化
六朝地志
关于南朝化问题
读《方言》，说历史
读三种《观世音应验记》
怀念周一良师
父亲的书
话说长江学者
鉴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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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

章节摘录

版权页：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
人怀疑。作者在此是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方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
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
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为何会发生变化呢？
这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
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
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这样
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
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
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
所能造成的。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作者又再次触及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
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
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
。”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叙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曾当面征询田余庆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
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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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

编辑推荐

《虚实之间》：在题无剩义处追索村民的历史回忆周一良师父亲的书在地铁看杂志战争与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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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

精彩短评

1、性价比还可以，就是有点深奥啊，本人自时不高，有点看不懂
2、虚的部分没什么意思，实的部分都很有见地，尤其是第一篇文章里对陈寅恪与田余庆的比较相当
精彩。从实证史学的角度看，田余庆“没预设，一心一意寻找历史线索，找不到则沉默”似乎比陈寅
恪的“理论先行，点与点间较大跨越”要规范些，可上升到规律、终极原因的“释史”一直是史家诱
惑，何也？一种说法是，任何生物包括人类，在漫长残酷的进化战场中要生存下来，必须得有把世界
简单化的能力。比如，我们常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河南人怎么怎么”都是。另一种说法是，
优秀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思想史家容易产生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即希望在纷纭繁杂的历
史事实中抽得出一根发展线索，依此排列组合，历史过程将变得符合人类的认识形式，，既有价值目
的可以发现，又有发展逻辑可以解释，还可以把握预测。
3、一日讀畢，很有意思的隨筆，前半部分論史，偏學術，後半部分多為懷念人和網絡上的文章.嬉笑
怒罵皆成文章.（似乎有一兩年沒讀過這種讓我笑開聲的書了）
4、写历史研究的部分很扎实，小随笔就是老干部博客吧
5、同老棒棒的~
6、胡老师也是好玩之人。
7、十分有趣的书。虽然之前在论坛上面读过许多原文。但文字间的趣味与思考依旧吸引人。很喜欢
《读〈东晋门阀政治〉》和《去大同开会》两篇文章。真百读不厌。
8、前半部分多可参习，后半部分大可解颐。
9、学问之余，不忘生活。理想中的学人典范。胡先生文字行云流水，格外自然，甩某些大家十几条
街
10、同老的书评简直不能再棒了，其他文章也写的萌萌哒。。。
11、多为同老在往复论坛上旧文的结集，虚实之间可见其真性情
12、值得推荐，学生们也能看卖家长老师都能看，思想很新很好
13、早起本来想写论文，打开文档的间隙开始翻书，翻着翻着就翻完了，论文却一个字没动。想想也
该吃饭了，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14、读逯耀东读得乏了换换口味，痛快，好看！实的部分点到的几个问题都很可以细想。正好早上看
到关于陈寅恪先生和记忆力的问题，此书前半部分论及的诸位史家，其历史识见，无论如何是电子检
索无法取代的。
15、太棒了！
16、但是期待
17、幽默
18、对我来说，关于史学的那几篇挺开阔眼界的
19、“八十年代真是学术的春天。那个时候，旧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停用了，而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
没有被发明出来。”
20、真不错。属于“关于好书的好书”。看了文章才知道原来胡宝国是胡如雷的儿子。
21、讓我度過了一個非常開心的週末下午
22、虽然大部分文章都已拜读过，但还是将书收下！
23、颇有启发。
24、同老分寸感很强。到后面几篇，文风陡然老辣起来，“八十年代真是学术的春天。那个时候，旧
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停用了，而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没有发明出来，”回忆业师与父亲的文章情感实
在是很沉痛的。
25、在遇见这书后我还真拿来翻着玩了。。。胡老诚妙人也
26、第一篇就很有见地，引人入胜。以下几篇“实”不乏精彩之作。“虚”则是生活的故事。看来，
立言的功力乃是人间正道，而我们的生活则归于无何有之乡了。不过，这又有什么呢？生与死，将无
同。
27、同老好顶赞。
28、这书我妈妈也喜欢读。
29、往复活跃时，不甚珍惜，民工也不多去，现在启卷心喜，敬观各角大成有望，心下甚悔：无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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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

光倒流、多多观摩活人风姿。（成书不免俨然，不复多有论坛攻错戏谑之乐）
30、晚上在书店半价买了一本，回来一口气读完。
31、前半段的书评读了收获很大，后半段的文章全程hhhh同老的逗比原来是遗传，《去大同开会》那
篇我太喜欢了。
32、前半部论学怀人，有条理，无谀辞，深有启发；后半部网路随笔，嬉笑怒骂皆文章。
33、鉴今知古什么的都很有意思~
34、《读〈东晋门阀政治〉》《〈史记〉的命运与史学的变化》
35、好看好看，「實」的部份最受啓發的是《史記》的命運與史學的變化。不過眼前一亮的倒是「虛
」的部份，文筆好的歷史學家寫起散文來真是牛刀殺雞一般。
36、呈現事實 追討原因 求真或許是最終極的目標 讓人傾心的卻總是決斷與解釋的智慧 某時某刻靈光
一閃便成永恆 作者對前賢懷此心 今之讀者亦對作者懷此心       （想起四五年前 和小红站在宿舍楼小阳
台上 聊着这本书 仰望繁星灯火的日子 那时未曾料想到今日的模样   今天第一次见到胡先生 想想到北
京就快三年啦 回头看来时的路 像最近不断在听的歌儿里唱“如果灿烂星空 自己不够闪烁” 可是既已
选择了 还是要努力坚持向前向上 坚持求真 努力不强为说解吧）
37、看了豆瓣高分才买的，读后非常失望。一本通俗读物，既没看出学术也没看出幽默，几篇回忆尚
可。
38、2016.10.19从校返家途中看完
39、真的是刷書期間解毒良藥。順便吐槽，有的老師說乾嘉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這大概是出於個人
的感情。確切說應當是造就潛移默化變了形狀。
40、喜欢最后几篇散文。
41、用作者的思路，介绍了一些专业的书。读起来很轻松 虽然没读完，感觉挺好的
42、感觉不过如此。为毛豆瓣评价会这么高
43、80年代真是学术的春天，旧的折腾人的法子已经结束，新的折腾人的法子还没有发明出来。
44、仍在于实，老辣精炼。
45、更喜欢其中“实”的文章
46、将无同始终都是那么诙谐幽默而又不失严谨⋯⋯
47、我！太！喜！欢！啦！
48、聰明的人做學問。聰明的人寫文章。
49、历史书评和研究的部分觉得很能开阔眼界，方法论和材料上都耳目一新，读读别的学科毕竟是有
必要的。后面一些论坛上的随便贴子让人生起一种回忆的心情，那个论坛还认真地兴盛着的年代。
50、刚看了前几篇心说明明这么实，为啥书名取叫《虚实之间》？结果看到一半之后才虚的不行⋯⋯
那改名叫《实虚之间》啦！
51、亦诙亦谐
52、前半部分有意思，后半部分...
53、平平，解决瞌睡
54、“开始喝酒，是人控制酒，可喝到后来，就是酒控制人了。喝酒如此，人生大抵也如此。”
55、智。《在題無剩義處追索》談北魏子貴母死制度與離散部落的關係。
56、看完高兴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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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

精彩书评

1、前些天埋头看罗宾斯《道德运气》，虽然他的观点已脱分析哲学的樊笼，可他分析哲学家的语言
风格，绕来绕去，着实让人头晕，需要安神补脑，闭目冥搜，灵机一动，赶紧网购一本胡宝国《虚实
之间》来救救急。胡宝国老师，往复论坛上的“将无同”，这本书中的文章多是往年网文，有些文章
，读了好多遍，读了还想读。作为史学家（胡老师不承认自己是“家”，只承认自己是“研究者”）
，胡老师对史学和史学研究有许多观察和思考，很给人启发。比如他就说：“杰出的学者并不是没有
弱点，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了弱点才变得杰出。他们之所以有杰出贡献，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致。”又如评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他说：“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
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和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
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只有经过艰苦的思考，才能明
白浅显的道理，不是吗？胡先生对历史学家有这样的看法：历史学家具有超出一般人的洞察力。这样
的观点给了历史学家过多的荣誉，也给了历史学家过多的负担。其实真是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不是历
史学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研究者。就我的经验来看，往往不是“历史”使得我们更能认清“现在
”，倒是“现在”常常使得我们更易于理解“历史”。正是因为“现在”左右着历史研究者，所以一
代又一代的历史研究者才能不断地站在“现在”的位置上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周（一良）先生也
是如此，“文革”结束后，他见到我的父亲就说，“经历了文化革命，对魏晋南北朝史上的很多事情
容易理解了”。我想，这“很多事情”应该是之政治史上的事情。他在《魏晋南北朝札记》中有一较
长条目：“曹氏司马氏之斗争”。每次看到这条，我总感到其中蕴涵着由他的亲身经历而生出的许多
感慨。其实不仅周先生是如此，就连田余庆先生恐怕也是如此。看田先生30多岁写的文章，就能感受
到这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但如果不经历“文化大革命”，不亲眼见一见政治的复杂、残酷，
他也未必见得就能把东晋政治史写得那样出神入化。胡老师的幽默，很吸引人。他发现自己的文章被
抄袭，马上就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积极意义，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时下评价论文、专著的水
准，常常会提到一个‘引用率’的指标。我觉得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仅仅关注‘引用率’是不够
的，还应该关注‘抄袭率’。学术界应该建立起这样的共识：如果一篇文章多次被人抄袭，那这篇文
章就应该算是好文章，评奖、提职称都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胡老师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是他的
父亲、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引导的结果。他的幽默，恐怕也跟父亲有关。在《火锅》中，胡老师讲到
：父亲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每逢此时，大家常常动员他模仿点什么。我还记得，他曾用陕西话学杨
虎城讲演。传说中，杨虎城曾发表抗日讲演。杨虎城说：“我今天本来不想讲，狗日的参谋长一定要
我讲。我就讲一句，谁不抗日，我日他妈！”这些粗俗的话用陕西土话说出来实在是有趣。他还会用
山东方言说《论语》中那段孔子夸颜回的话。孔子对颜回说：“你篮子吃饭，瓢喝水（儿），三间破
房还没个门（儿），人家都替你淌眼泪（儿）啊，你还不当回事（儿），回儿啊，回儿啊，你真他娘
是个好人儿！”读到这儿，把我这个山东人儿给笑死啦！（胡宝国：《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1年版。）
2、今天，胡宝国先生的书到了，里面有几篇我看到过的文字。然后看看他的介绍，一甲子的人了，
就有两部专著，另外，还有一部没出版。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胡先生的文字，不论是专业性的，还是
闲聊的文字。他是那代人中不多见的长者，文字中不失俏皮和诙谐。但是文字娓娓道来，让人感觉亲
切，又不失距离感。当年在学校上往复论坛，最喜欢的就是将无同先生的文字。而后来看到这个圈子
，太封闭也就不去了。有人喜欢扎堆，有人喜欢冷清下来。先生本性极好热闹，在往复上的文字，完
全能看出先生善于表达的性格。而另一方面，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有极其严格，要发前人未发之言，不
做前人已做之事。这样的要求，也许对于现代学术界来说，看似容易而实则大难。至少对于大师林立
的魏晋史学这块来说，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这就是要跟大师比肩，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除了一
本《汉唐间史学发展》的小册子外，就散见几篇学术论文而已。喜爱写作，而专业领域不可能给他充
分的写作空间。这对于一个文字工作者未免残酷，在往复上的轻松文字，却是在史学探索领域之外，
找到一片轻松写作的空间。这些文字虽然轻松，但也却不是随意写得出来的。对此，个人私下认为，
其实虽然胡先生忠于他的学术事业，但是学术事业却妨碍了他的性情与写作。胡先生的才学和他的著
作文字的数量是不等值的，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却鲜有发表的空间和心境。我想，如果不是时下枯
槁的学术界，也许胡先生能有更多的文字问世——对于我这种喜爱胡先生文字的人来说，就更有福了
。用他另一部书稿的名字，更能说明先生的心境——《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是徘徊还是犹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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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

章节试读

1、《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08页

        总之，历史学家并不因为研究历史就一定具备特别的洞察力。当现实而不是魏晋南北朝史给了他
教育，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幼稚，所以才写下了那句掺着血泪的话：“毕竟是书生”。书生
，这正是幼稚的另一种说法。书生，不懂得人家的政治。多少人都没有看懂这句话，以为他在粉饰自
己，以为他在推卸责任。

2、《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53页

        意外降临的大多是灾难，而不是幸福。

3、《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15页

        再往深一层说，其实纪念不纪念又怎么样呢？死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他什么都不能感知了，所
谓“纪念”，说到底不过是活人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

4、《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23页

        我劝他说：“”人生如同写文章。我们写文章总是要一改再改，之所以改，就是因为有错误，而
人生这篇文章却不能改，只能一遍写成，当然会有许多错误了。

5、《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17页

        【跟“水”有关的教授系列】

中央性的名目——
        长江系列：“长江上游学者”、“长江中游学者”、“长江下游学者”
        黄河系列：“黄河上游学者”、“黄河中游学者”⋯⋯

地方性的名目——
        “汾河学者”、“松花江学者”⋯⋯

高校特色系列——
       北大：“未名湖学者”系列

【跟“山”有关的教授系列】

       “泰山学者”、“黄山学者”⋯⋯
       最高级别为“珠穆朗玛峰学者”

（这段可笑死我了！同老太有趣了！）

6、《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20页

        八十年代真是学术的春天。那个时候，旧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停用了，而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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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发明出来。
“旧办法”，自然是文革中的各种；“新办法”，就是学术评价量化的体制。二者都折腾人。

7、《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14页

        父亲的好几箱卡片我也全扔掉了，因为我不信卡片，总觉得要真想把文章写好，材料必须在脑子
里活起来才行，如果拿起卡片才想起来，放下卡片就忘了，这种状态势写不出好文章的，更何况那还
是别人的卡片，我要它干什么？记得老师说周勋初先生还是罗宗强先生总是打好腹稿，然后才下笔成
文。

8、《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08页

        往往不是“历史”使得我们更能认清“现在”，倒是“现在”常常使得我们更易于理解“历史”
。

9、《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36页

        很多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东西，长大了再吃就觉得没有过去那么好吃；很多小时候非常要好的朋
友，长大了再见也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看来，我们回忆中的很多美好事物，正是因为他们过去了，
所以才显得美好。我们不要触动它。

10、《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21页

        平庸的文章有什么特征？平庸的文章并不见得说错了什么。它往往是执著地告诉读者一个简单的
事实：太阳一出来，天就亮了；太阳一落山，天就黑了。

11、《虚实之间》的笔记-第5页

        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
恰好相反。

12、《虚实之间》的笔记-第7页

        经验告诉我们，人能克服的弱点其实都是比较次要的，真正严重的、致命的弱点往往是无法克服
的。杰出的学者并不是没有弱点，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了弱点才变得杰出。他们之所以有杰出贡献，
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13、《虚实之间》的笔记-第3页

        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14、《虚实之间》的笔记-《史记》的命运和史学的变化

        讲到唐前人比起史记更重视汉书，想起前两天读陈寅恪先生《胡族的汉化及胡汉分治》一文引到
的这一段。按此事同样见载于《留侯世家》，而石勒闻之大惊，想来在听人读《汉书》之前，至少是
没有读过《史记》的罢。

15、《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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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阎锡山的外甥。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前，阎锡山找他谈话，想送他去英国留学，但他不
愿意去。他对阎说：“我读过共产党的不少书，觉得挺好的。”阎说：“你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
先甜后苦。”

16、《虚实之间》的笔记-第156页

        如果说日本也有像中国的地方，那就是：哪里有卖便宜的处理货，哪里就有扎堆的老太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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