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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与担当》

内容概要

《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系统地梳理了法国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所走过的历程
，对他们在法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变迁进行了深刻剖析。《良知与担
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能够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总结本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非凡经历时提供一个
参照对象，从而有助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角色进一步做出正确的定位，更好地发挥自己
应有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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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与担当》

作者简介

吕一民，1957年出生于金华，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1982年）、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
（1985年），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的主要著作、译著有《20世纪法国知识
分子的历程》、《法国通史》、《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知识分子的鸦片》。曾主持完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与作用的历史考察》等课题多项。朱晓罕，1973年出
生于杭州，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200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已出版《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合
著）等著译多种，曾发表《雷蒙?阿隆的极权主义批判述评》等论文多篇，现正负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法国知识分子史视野中的雷蒙?阿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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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与担当》

书籍目录

绪论
一 外国知识分子史：我国世界史学科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二 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三 本书的主要思路与观点、基本框架
第一章 “人类良心的一刹那”——德雷福斯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
一 德雷福斯事件的爆发
二 “我控诉！”：笔杆子向枪杆子的挑战与知识分子的“诞生”
三 德雷福斯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的首次分化和“内战
四 德雷福斯事件的结局与法国知识界的”左倾
第二章 “神圣同盟”和“超乎混战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大战前夕民族沙文主义知识分子的甚嚣尘上
二 为反战而献身的饶勒斯
三 在两条战线为祖国奋战
四 反战运动的兴起与和平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
第三章 知识分子社会参与的“炎夏”——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来自东方的曙光
二 “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教授的共和国”
三 “30年代精神”和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骚动
四 从反战、反法西斯到组成人民阵线
第四章 合作与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和平主义：大战前夕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
二 为维希政权与纳粹德国效劳的知识分子
三 参加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
第五章 知识分子“辉煌的30年”的开端——战后初期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对附敌知识分子的清洗及其对知识界的影响
二 萨特时代的开始
三 冷战时代之初的法国知识分子
四 萨特与加缪、梅洛一庞蒂的反目
五 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观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六章 从“匈牙利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到“五月风暴”——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匈牙利事件”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理冲击
二 知识分子与阿尔及利亚战争
三 6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演变
四 马尔罗：从左派文学先锋到戴高乐派知识分子的主将
五 60年代中后期的萨特及其知识分子观
六 知识分子与1968年“五月风暴
第七章 媒介、权力、社会抗议——7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左派知识分子队伍的再度分化与萨特的激进化
二 右翼的变化：从“新哲学家”到“新右派”
三 雷吉·德勃雷和米歇尔·福柯的知识分子观
四 作为社会抗议运动先锋的知识分子
第八章 知识分子没有“终结”——80年代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
结语
附录 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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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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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与担当》

编辑推荐

《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是国内史学界对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
予以梳理和探析的初次尝试。要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首先必须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作一个基本
界定。如同笔者在本绪论的开头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将基本借用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
界定来观照《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鉴于“知识分子”这一概
念内涵异常丰富，加之其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自己独特的“语境”，我们认为，
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处于发展变化中的研究对象，若只是满足于下一个僵硬的定义而不充分考虑
社会变化的因素，似乎也不是非常合适。换言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妨适当地对“知识分子”这一
研究对象采取更为宽泛和灵活的理解，同时，亦应更多地参考其他学者就此所作的理解与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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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与担当》

精彩短评

1、中规中矩地把脉络点了一遍，在这方面阅读不多不能很好地判定优劣，总体阅读感觉挺好。记忆
最深的是萨特与阿隆这一对老对手。激情与价值对应冷静与理性，有时候想想，“宁愿与萨特走向谬
误，不愿与阿隆走向真理”，竟然是会让人内心升腾起一种认同的。希望我能同时拥有激情、批判、
冷静与现实感吧。
2、独立的思考、思辨的良知，推动历史进程。
3、二十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史 ≈ 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史，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史 ≈ 舔食赤俄鸦片与僭越
妄语的历史。 
4、通识核心课程书目
5、宛如一本故事书。历史娓娓道来，并不显得无趣。如若有机会，愿再读之。
6、读完了，收获很大。
7、入门法国知识分子史极好。清楚得就像大学本科课本。
8、史料翔实，并无惊喜
9、这本书介绍的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故事，这样可以充分了解法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及文人的思想
。
10、这个时代西方的士大夫精神尽在六边形法国⋯⋯这本写的比美国人的好⋯⋯
11、这个专题叙述的挺清晰，比较精彩。看过些这种类型的相对微观史后就对一些大历史叙事视角有
些接受不了了，当然很可能是本身对政治军事史兴趣不大的缘故⋯⋯
12、看到有个短评说吕老师课上得一般，可我觉得他讲的挺好啊，反正我这种历史白痴也能听懂，而
且内容不仅仅局限在法国知识分子，不过上下来记得最深的反而是Potemkin Village，还有基本每次下
课都会鞠躬（我很少见到这样的老师了），以及老师很敬业很可爱。
13、法国知识分子选择了自由，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权力。
14、此书浅显易读又填补某方面的空白 然而我又要平心而论了 此老师讲课挺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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