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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师》

内容概要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
是重量级的无可替代的人物。他们学养深厚，著述繁多，分量厚重，影响深远。按照项目总的要求，
林坚所著的《人文大师：奠基性研究与创新方法》简要概述人文大师的经历、人格和主要成就，突出
他们的奠基性研究和开创性成果，阐述他们的创新思想、理念、方法，突出特色，力求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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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师》

作者简介

　　刘大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
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首席
专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环境思想：基于
中日传统与现实的回应》、《新学苦旅：中国科学文化兴起的历程》、《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
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科学哲学》、《科学技术
哲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思想的攻防：
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重要国际会议发表论文150余篇。主要研究领域
：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创新方法、交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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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师》

书籍目录

总序／／刘大椿
前言
第一章  剧变时代的人文大师
  一、剧变的时代
    1．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2．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3．新时代的呼唤
  二、卓越的人文大师
    1．人文大师应时而生
    2．学术自觉与创新精神
    3．思想革命
    4．品德和人格
  三、奠基性的人文成就
    1．史学与考古
    2．语言与文学
    3．哲学与逻辑
    4．关键在于创新方法
第二章  梁启超：启蒙大师
  一、梁启超的人格成长和卓越成就
    1．在政坛和学界之间
    2．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3．“新史学”及历史地理研究
    4．“新文学”理论与实践
    5．构造新哲学
  二、梁启超的理念创新
    1．思维活跃，鼓励创造
    2．以学术为本，推崇自由
    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4．构筑新文化
  三、梁启超的方法创新
    1．除旧布新，中学西学相互发明
    2．治史以求新为本
    3．专题研究方法
    4．系统综合方法
    5．学风与学术规范
第三章  王国维：国学巨擘
  一、王国维的人格成长和卓越成就
    1．“独学”与“绝学”
    2．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
    3．西方哲学，美学美育
    4．诗词文学与戏曲史研究
    5．古史新证，甲骨文研究
  二、王国维的理念创新
    1．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2．学术“三无”，开辟新风
    3．重视哲学的指导
    4．结束旧学，开创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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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王国维的方法创新
    1．“三目”研究方法
    2．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结合
    3．通方知类
    4．治学三境界
第四章  胡适：知识界领袖
  一、胡适的人格成长和卓越成就
    1．一生“扮演双重角色”
    2．开辟学术新风气
    3．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4．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
    5．文化与文化史研究
  二、胡适的理念创新
    1．积极的怀疑精神
    2．“破旧”与“立新”
    3．整理国故，输入学理
    4．学术救国，倡导自由主义
    5．开放心态，再造文明
  三、胡适的方法创新
    1．“引西入中”的方法
    2．科学主义的方法
    3．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4．历史、系统、比较的方法
    5．治学的材料与工具
    6．博学与专精
第五章  傅斯年：学界帅才
  一、傅斯年的人格成长和卓越成就
    1．大气磅礴的一生
    2．学林霸才
    3．书生报国
    4．史学新领域的开拓
  二、傅斯年的理念创新
    1．学术观的演变
    2．学术思想的基础
    3．对传统思想和社会的批判
    4．教育思想
  三、傅斯年的方法创新
    1．动手动脚找材料
    2．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3．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
    4．建设“科学的东方学”
    5．集团研究方法：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
第六章  陈寅恪：一代宗师
  一、陈寅恪的人格成长和卓越成就
    1．读书不肯为人忙
    2．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3．史学研究
    4．文学史研究
  二、陈寅恪的思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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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2．视学术文化为生命
    3．中西结合，相互比较
    4．除旧开新，示以轨则
  三、陈寅恪的方法创新
    1．博考慎取
    2．比照参析
    3．诗史互证
    4．通解通识
第七章  李济：中国考古第一人
  一、李济的人格成长和卓越成就
    1．人类学派的考古学家
    2．卓越贡献，启人反思
    3．考古和历史研究
    4．对人类文化的研究
  二、李济的理念创新
    l_学术独立，心态开放
    2．历史的观念和文明的过程
    3．“发掘”和“提炼”
    4．史学家追求的境界
  三、李济的方法创新
    1．问题、工具、证据
    2．历史学和考古学方法
    3．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方法
    4．采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态度
    5．系统、比较、融合
第八章  赵元任：人文智者
  一、赵元任的人格成长和卓越成就
    1．幸运的人生际遇
    2．文艺复兴式的智者
    3．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
    4．音乐创作及其理论
  二、赵元任的理念创新
    1．融汇中西文化
    2．注重理论指导
    3．以兴趣为基础，视野开阔
    4．拓展知识，寻求方向
  三、赵元任的方法创新
    1．博学通类，跨学科方法
    2．方言调查方法
    3．实验方法
    4．标准与规范
第九章  金岳霖：逻辑哲学宗师
  一、金岳霖的人格成长和卓越成就
    1．简单生活和复杂境遇
    2．独创体系，得失之间
    3．本体论和知识论研究
    4．在逻辑学方面的贡献
  二、金岳霖的理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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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晰的思想
    2．元学的态度，以道观之
    3．得自所与，还治所与
    4．文化观念及其影响
    5．实践观
    6．融合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
  三、金岳霖的方法创新
    1．追求原创与“变动”
    2．彻底的怀疑与深刻的批判
    3．注重逻辑方法和工具
    4．科学方法论：“事”与“理”
    5．理性化和技术化
第十章  冯友兰：“新理学”导师
  一、冯友兰的人格成长和卓越成就
    1．极高明而道中庸
    2．可超而不可越
    3．人生哲学和伦理思想
    4．创立“新理学”体系
    5．中国哲学史研究
  二、冯友兰的理念创新
    1．哲学觉解：“思”
    2．知性思维，转识成智
    3．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
    4．开放进取的思想方法
  三、冯友兰的方法创新
    1．“释古”、“释义”
    2．“正”、“负”方法
    3．抽象继承法
    4．文化比较的方法
    5．“照着讲”与“接着讲”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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