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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穆》以客观、理性、传神的史记笔法，还原了一个学术大师富有传奇色彩的立体人生。《钱穆》
以钱穆的生平为线索，融他的思想、人格、学术、才情于一体，写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社会活动家、
一个真实的人间学者。
钱穆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1895年7月3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生于无
锡，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享年96岁。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学界，是20世
纪国学泰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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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学群，1956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山东
大学兼职教授，江南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清代思想史的研究。著有《钱穆学
术思想评传》、《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清初易学》、《清代思想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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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心路历程文化人生钱穆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1895年7月30日(清光绪二
十一年六月初九)生于无锡，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享年96岁。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
等身而享誉学界，是20世纪国学泰斗之一。钱穆，原名恩铼，字宾四，民国元年(1912)易名穆。钱家
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钱穆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但志
向远大。他自1912年始，在乡村任小学教师。1922年起，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
年，他由顾颉刚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前，他先后任燕京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史及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出版有关著作，其学术名流地
位逐渐确立。抗战期间，他随北大南下，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潜心著成《国史大纲》。这
部著作于1940年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
发了他们抗战救亡的热忱。抗战八年，他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
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讲授文史课程，极具影响。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问，他
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他于1949年移居香港，不久
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在艰难困苦之中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此后，钱、唐诸人惨淡经营的新亚书
院造就了许多人才，培育了可贵的新亚精神，成为护持祖国传统文化的重镇。20世纪50年代，他曾获
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该校名誉博士称号，亦曾讲
学于马来西亚大学。他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特
聘研究员等职，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穆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
倦。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
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学术思想史等领
域，造诣甚深。他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占有重要一席，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著作，以及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其他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钱穆不仅仅是一位专才、学问家、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
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也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
。他以诲人不倦、著述等身的一生，捍卫、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抵御着工业化、商业
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侵袭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
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20世纪是中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
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把民族的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
民族精神之根。在这种潮流面前，钱穆与其同道，从不同的角度维护民族精神，护持“中国性”，张
扬民族个性，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加以创造性的重建。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识啊！20世纪的学术
思想史昭示我们，真正深刻的、有见识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时代表面的弄潮儿，他们只能随着潮水的
衰落而昙花一现，而是那些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钱穆正是具备了
这样素养的人。钱穆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反对褊狭的民族虚无
主义。“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
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
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功夫。”钱穆认为，历史与文化又不是停滞
不前的，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在变化中有持续，在持续中有变化。因此，“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
，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的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
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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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钱穆》适用于广大青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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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佩服钱先生的学问，尽管他有本书，好像是《人心与灵魂》引文太多，语言太涩滞，但是不影响
我对其的尊重。
2、很喜欢，这套书都不错。
3、似乎没有写出大家真正的精要之处
4、水平不亚于牛津通识读本那一套。

Page 7



《钱穆/大家精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