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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史求识，脱俗求真，是陈寅恪先生的遗教。
我虽然不敢淡忘，但践行不得力，成效微乎其微。
难当然是难的。
自从唐朝人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字诀，治史的规格就被推上新台阶。
到了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作出更具体的阐释：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
做一个史家，需要何种观察力？
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
观察要锐敏，即所谓“读书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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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引上辑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史与思宗教传播史方法论浅议专门史与通识“粟特人在中国”的再研讨
关于知、识、文的联系和区别中国学术三名著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华裔学者避免架空立说我们不提
倡“速成”精神产品和精神家园下辑仰望陈寅恪铜像从手迹看心迹——读梁方仲教授听陈寅恪先生讲
课的笔记历史人物的后世造影——陈寅恪的武则天与郭沫若的武则天中外交通史上的胡商与蕃客宋代
舶来品“海井”和“冷瓶”引发的思考尼姑与中国文化文化交流的“二西”眼界文化交流的“回流”
现象文献解读与文化研究治学片谈附录访谈纪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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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嘉荣：在您的著作中很强调历史要知人论世，实践起来觉得很难，具体应该怎么落实？
答：以前很多种说法，一种就是很大很空的，学历史就是要了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发展规律看不见、摸不着，所以这个答案也好像不是很能让人信服。
另外一个就是说学历史可以汲取经验教训，这个是常常讲，也许现在还这么说。
谁都知道历史不可重复，历史是一次性的，所以历史是不可能复制的、不可能克隆的。
既然这样，五百年前的那条经验教训，你五百年后都没有机会再撞到它，那还有什么用呢？
这个回答也很难令人信服。
如果说历史学的功能，高度浓缩的话，就是孟子说的“知人论世”。
那么，按主观认识能力来说，无论“知人”还是“论世”，这两件都很难。
老百姓都懂，知人知面不知心。
遇到笑里藏刀，看得到他笑看不到刀，容易上当受骗。
时代风云变幻莫测，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对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更加复杂。
历史专业可以说有利于知人论世，过去人类生活就是历史。
所以讲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
一般时间分三段，过去、现在、未来，中外都这么说，罗马的奥古斯都、佛教和摩尼教都是三段，叫
三际。
冷静想一想，时间这三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像平分一个东西吗？
第一段是过去，第二段是现在，第三段是未来，时间这个概念实际状况不是这样。
过去是很长的，现在一过就变成过去了，昨天21日，今天22日，21日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现在是22
日，明天是未来，照着明天来说22日就是过去了。
然后这个未来也是很长，你知道这个未来终点在哪里？
过去的起点你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过去的起点从哪里开始的。
现在实际是衔接过去和未来的一条线，是变动的、短促的。
现在立刻就变成过去。
未来就是还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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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静坐寒斋，神驰天外。
对历史的空间，我虽有探索的愿望，但限于学力和天分，终究未能深入阐发“在史中求史识”的师教
，愧对前辈，徒叹奈何。
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不弃，使这本类似寸心草的小书，得以在陈寅恪先生诞生120周年之际出版。
责任编辑柏峰女士，为完善本书的结构和面貌，周详策划，劳神费力。
谨记于此，以志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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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史求识录》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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