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书》2009年合订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读书》2009年合订本>>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4533

10位ISBN编号：7108034530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三联书店

作者：《读书》编辑部 编

页数：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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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书》2009年合订本>>

内容概要

　　《读书（2009年合订本）（套装上下共2册）》分为上下共2册，《读书》杂志自觉弘扬三联书店
“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优良传统，发表了许多思想性、学术性俱佳的好文章
，凝聚了众多高水平有影响的作者，形成了独具有文化个性的品牌，为推动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学
术繁荣，提高民族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今时代，出版面临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新技术在媒体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
了出版格局和读者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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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四”，作为一个符号，必须以多元的观点来看，不可以单一的、有机式一元论的观点来理解
。
那是不符合史实的。
事实上，五四时代是由三个阶段组成。
早期的“五四”，指一九一九年以前，大致可以从一九一四年算起。
当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均主张建立宪政民主，亦即：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1iberaldemocracy）
。
这一共识可以陈独秀一九一四年的一句话作为代表：国家的目的是“保障人权，共谋幸福”。
李大钊于一九一六年发表的《民彝与政治》，热烈主张推行宪政民主，更是感人肺腑：顾此适宜之政
治，究为何种政治乎？
则惟民主义（当时民主主义的译名）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
（发自人性的常道）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
先进国民之所以求此政治者，断头流血，万死不辞，培养民权自由之华，经年郁茂以有今日之盛。
盖其努力率由生之欲求而发，出于自主之本能，其强烈无能为抗也。
吾民对于此种政治之要求，虽云较先进国民为微弱，此种政治意识觉醒直范围，亦较为狭小；而观于
革命之风云，蓬勃飞腾之象，轩然方兴而未有艾，则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之陆。
吾民宜固其秉彝之心田，冒万难以排去其摧凌，而后以渐渍之工夫，熏陶昌大其光彩，乃吾民唯一之
天职，吾侪唯一之主张。
　　“五四”早期知识界的共识，刺激了当时的年轻人和读者，再加上反传统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兴
起，构成了“五四”早期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五四”中期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自动自发的学生爱国运动。
一九-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战期间中国虽未出兵，但中国劳工在为战胜国这边挖战壕，属于战
胜国的一分子。
然而。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三十年。
从“真理标准”到“市场经济”，从“民主法制”到“人权宪政”，从“民族国家”到“儒家传统”
，从“经史子集”到“古今中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和民族命运
的重大问题提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牢牢引领了这三十年来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议题。
可以说，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兴起，人文社会科学塑造了我们整个时代的话语模式和心智结构。
　　但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影响日益增长，我们需要追问，又是谁在塑造
中国学界的话语模式和心智结构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构成我们阅读和研究语境的是哪些作品？
是政治文献，还是学术文献？
是古代经典还是当代前沿？
是中国学者的原创作品，还是源自译介西学和重刊旧作？
这些作品和作者主要源自哪些领域和学科，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文史哲还是政经法？
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形成了怎样的知识结构，又经过了如何演进？
不论如何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这些都是我们回顾和反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历程首先必须回答
的问题。
　二十年前，以《走向封闭的美国心智》闻名于世的美国学者布鲁姆在检讨美国“当代”人文社会科
学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时，将“美国心智”和盘托出，进而反思批判。
如今，我们本着同样的精神追问，三十年来，究竟是怎样的“中国心智”，塑造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
如果我们关切和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学术的原因，并非只是要纪念一段已经逝去的黄金岁月，而
是为了自省过去和面向将来，那就必然要托出这个“走而不能出”的中国心智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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