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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讲座是北京大学最别致的一道校园风景线，是观念、知识、智慧交流和碰撞的前沿阵地。
它不仅增添了校园精神沃土的内涵，而且让这个古老的校园更加生机盎然。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当下，对所有莘莘学子来说，名校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
心领会的。
但是，如果大师们的智慧闪光仅仅局限于北大讲堂，对于社会将是一件憾事。
因此，《在北大听讲座大全集》从北大讲座中选取最精华的部分，即使你不进北大，也一样可以聆听
到大师们的谆谆教诲。

全书分为“文学镜像”“追根溯源”“点亮心灵”“探寻人生”“法度精神”“企业关怀”“名家传
递”“放眼世界”八个部分，所收文章皆为专家、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涉及领域
非常广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人生、宇宙万象、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并且都是
各领域各学科最前沿、最新的学术观点、动态信息和思想火花，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哲理，又有催人
奋进的人生智慧，是最具时代精神的“思想大餐”。

阅读《在北大听讲座大全集》，你不但可以感受到大师们的知识和智慧、博大的胸襟和伟大人格的魅
力，而且还可以品味到北大浓郁的人文气息，学会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深刻地理解和把握
人生，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多一些得、少一些失，多一些成功、少一些失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
煌。
本书由刘国生主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北大听讲座大全集>>

书籍目录

文学镜像
  曹文轩  对四个成语的解读——我所理解的“真文学”
  钱理群  《故事新编》漫谈
  张祥龙  从《诗经·大雅·生民》中读解周文化的特征
  胡文彬  谈《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郑志明  道教的生死观
  纪连海  正说吴三桂
追根溯源
  王  娟  民间节日与文化传承
  张  辛  中庸之道与礼乐文明
  张英进  中国现代性的五个面向／阶段
  孙开泰  传统文化与中医
  蔡礼旭  传统文化与幸福人生
  彭  林  传统礼仪文化与现代社会
点亮心灵
  蔺桂瑞  健康自我意识——人才成功的第一要素
  丛  中  远离精神障碍，保持心理健康
  吴  青  爱的哲学
  李银河  女性主义的性政治
  俞吾金  当代虚无主义省思
  高  天  音乐审美与心理健康
探寻人生
  阿  丘  口才成就人才
  金正昆  有效沟通漫谈
  韩嘉玲  托起明天的希望——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
法度精神
  刘爱明  当代维权之法律解析
  王海明  公正与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
  马忆南  个人自由与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制
企业关怀
  茅于轼  从民企国企差别到交换和价值
  陈为邦  对新时期城市规划的思考
  周建波  成败晋商——明清商帮的崛起与衰落
  袁  岳  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市场调研与决策
  范庆南  广告、传播与顾客关系行销
  厉以宁  重视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
  彭凯平  企业领导成功的商数与理性思维的培养
名家传递
  茅理翔  企业传承梦想——民企的八大难题及其对策
  宗庆后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娃哈哈寻找企业持续增长能力
  赵  民  合伙制创业在中国——新华信的十二年
  李国庆  中小企业创业标本
  黄  辉  新一轮管理的挑战
  田同生  客户关系管理的中国实战
  俞尧昌  有效商战幕后的故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北大听讲座大全集>>

放眼世界
  贾庆国  世界格局与中国安全
  劳伦斯·萨默斯  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叶自成  中国的强国心态同大国外交战略
  陈峰君  现代化第三次浪潮与亚洲世纪
  程恩富  经济全球化与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
  刘  涛  多元世界中的中国国际关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北大听讲座大全集>>

章节摘录

远离精神障碍，保持心理健康丛  中提示：健康不仅是没有躯体疾病，而且是指生理的、心理的、社
会的完好状态。
心理因素可以导致躯体疾病， 也能治疗某些躯体疾病。
心理因素影响着躯体疾病的产生、发展、愈后、转归。
另外，心理因素还会导致心理功能的异常。
各位同学：晚上好！
非常感谢心理学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共同讨论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也非常感谢今天有
这么多的同学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掌声）原来在未名bbs 上发通知时，我的讲座题目是&ldquo;远离极端&mdash;&mdash;变态心理学与
心理健康&rdquo;，所以，刚才主持的同学也介绍我是变态心理专家。
（笑声）不过，我感觉自己现在还是有点正常的。
今天，临来之前，我经过考虑，决定把讲座题目改为&ldquo;远离精神障碍，保持心理健康&rdquo;。
首先我们讨论一些基本概念。
什么是心理健康呢？
在这儿，我想沿用世界卫生组织1946 年做出的关于心理健康定义：&ldquo;健康不仅是没有躯体疾病，
而且是指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完好状态。
&rdquo;这种完好状态，英文是&ldquo;well － being&rdquo;。
这个概念跟以往的概念不太一样。
以往的概念比较重视身体上没有疾病，正如广告说的&ldquo;牙好，胃口就好，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
香&rdquo;（笑声）老百姓也常说，吃得香睡得着，就是健康了。
现在看来，这种健康概念有很大的局限性。
后来，人们发现很多躯体疾病发作的原因与心理因素有关。
心理因素可以导致躯体疾病，也能治疗某些躯体疾病。
也就是说，心理因素影响着躯体疾病的产生、发展、愈后、转归。
另外，心理因素还会导致心理功能的异常，我们的心理功能有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
心理功能异常时，可以表现为内心的痛苦，同时伴随有社会功能的损害。
人之高级在于他是社会的人，人的心理是对社会现实能动的反映，具有社会性。
离开社会也就没有人的高级心理活动。
比如说离开人与人的交往，你就用不着语言； 离开对象，你说&ldquo;我爱你&rdquo;，都不知是跟谁
说的；离开他人，就无法谈恋爱，就不会有爱情的甜蜜和幸福。
所以，社会生活中，健康的心理一定是依赖于社会环境的。
也就是说，健康的心理是在跟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并得以维持的。
人在社会当中，表现为一定的角色。
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在特定的社会场合下我们被期待的某些社会功能。
比如说我在这会儿讲课，我现在的角色是教师；当我坐在医院的办公桌前，接待病人来访时，我的角
色是医生。
老师能讲课，学生能学习，工人能做工， 农民能种地，家庭主妇会养孩子，（笑声）这些都是社会环
境对人的期待。
从这些方面来看，心理健康定义中，&ldquo;心理的和社会的完好状态&rdquo;这两个方面可以合二为
一。
从个体的心理内部来说，是心理的完好状态；从个体发挥社会功能来说，表现为社会的完好状态，个
体能较好地完成自己的角色功能，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环境，而且还能关心他人，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
献，并从中让自己得到享受。
心理的和社会的完好状态， 我们合二为一，就把它叫做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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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来说，我们就把健康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躯体健康，一个是心理健康。
而这两者之间关联密切。
我们经常以哪个方面为主而叫做哪个方面的健康或者疾病。
比如说脑血管病，也就是中风。
首先是脑内出血，同时出现意识障碍、躯体瘫痪和麻木， 还可出现记忆智能障碍和语言功能的损害。
这时既有生理的病变又有心理的损害，我们把中风究竟叫做躯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呢？
虽然两者都有，但是我们会选择其中的主要方面，把它叫做躯体疾病。
再如老年性痴呆，也就是说，有的人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 慢慢地认不得人了，性格变得不知羞耻了
，出门忘记回家了，回来走错地方了，见到媳妇喊妈了。
（笑声）这时，他的大脑萎缩，神经元变性。
我们把它叫做躯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呢？
实际上仍然两者都有，但是我们在分类时，会把它放在精神障碍这一边。
实际上，每个人的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每个人都是身心统一的立体的人。
为了学术研究，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开，但实际上，两者是合一的。
既然身心是统一的，那么，两者都很重要。
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呢？
我是&ldquo;王婆卖瓜，自卖自夸&rdquo;，我会说&ldquo;心理健康更重要&rdquo;。
大家请听我的理由。
如果一个人得了躯体疾病， 比如说变成植物人了或者脑死亡了，这时他有痛苦吗？
没有，他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
有人会问，当长了肿瘤还没有昏迷时，他应该会有痛苦感。
我说，这种痛苦感不仅仅是肿瘤引起的躯体疼痛，还有病人本身对于患了肿瘤的现实不能接纳而引发
的更多痛苦。
也就是说，疾病本身有痛苦，但是，不能接纳疾病的发生导致了继发的心理痛苦的产生。
所以我说，躯体疾病的痛苦更多地来自于心理原因。
有一种人，大家经常会看到：他们蓬头垢面，冬天睡在马路边，寒风瑟瑟却不感冒，扒垃圾吃也不拉
肚子，身体非常健康。
但是，他们疑神疑鬼，以为好多人要害他们，别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对着他们的，还凭空听到外星人在
和他们对话。
这样的一些人，我们在医学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身体是健康的，但作为一个人的高级心理功能却损坏了。
法律意义上讲，他们还是人，你不可以随便砸死他。
但是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讲，他们丧失了作为人的理智，已经不是真正的人了，因而常受到家人和社会
的歧视。
当然，歧视是不应该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我们应该尊重
每一个人，因此，精神病人也有人的权利和尊严，应该受到人的尊重。
但是，很多精神病人在心理功能损坏后。
自己不拿自己当人， 他能把自己的孩子杀了，他能放一把火将整座楼都烧了。
患抑郁症的人可能痛苦得活不下去，身体上挺健康，但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最后干脆自杀了。
&ldquo;非典&rdquo;时期，我们北大医学部有一位医师，因公殉职，被表彰为&ldquo;优秀共产党
员&rdquo;。
她的追悼词上是这样写的：&ldquo;长期在一线工作，由于疲劳，抵抗力下降，患上非典。
病重期间，依然关心着科里的工作，最后上了呼吸机，抢救无效死亡。
&rdquo;她因公殉职，这没有争议！
但是据说，她在去世前的那几天，一上呼吸机就不敢睡觉，眼睛盯着氧气瓶咕噜咕噜冒泡，担心氧气
用光了没人给及时更换，连续好几天不敢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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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别说是&ldquo;非典&rdquo;病人，即使是正常人，诚惶诚恐地盯着氧气柱几天几夜不睡觉，也
会给累死或者吓死。
呼吸机可以把气体压进病人肺中，但是恐慌的心理会使得病人的小气道堵塞，气体无法排出，加速死
亡。
所以，我说，&ldquo;非典&rdquo;时期的好多病人，看上去是死于呼吸窘迫，实际上是死于心理紧张
。
更严重的是，有的人还没有被诊断为&ldquo;非典&rdquo; 就跳楼自杀了。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发现，对于人体的健康而言，心理健康更重要。
我举一个正面的例子。
山东有个张海迪，脊髓血管瘤导致胸以下丧失运动和知觉能力。
我曾经在山东和她一起开会，看小轿车过来，好几个小伙子从后面的车盖里拿出轮椅，再把张海迪抱
到轮椅上。
就是这样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她呢，给老百姓进行针灸治疗，翻译外国文学著作，出版个人演唱
专辑，为社会做了不少贡献，自己活得也很开心，还被评为&ldquo;全国劳模&rdquo;。
后来，听说还结婚了。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人的成长与发展，心理健康比躯体健康更重要。
而现在来看，我们维持躯体健康相对容易，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医疗药物、营养品，有很多的健身器材
，有很多的健身方法。
但是，心理健康由于长期被人们所忽视，未能起到它本身应该具有的重要作用。
关于自杀，有几个发生率比较高的群体，大学生、青少年和医生。
按照我的理解， 大学生、青少年自杀比率高的原因是，他们正在走出家庭、走向社会，面临升学、就
业的压力，恋爱交友方面的感情挫折，由于心理还没有完全成熟，当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困难时，当
出现心理压力和内心痛苦时，他们可能会选择自杀。
医生容易自杀， 是因为他们自身有很多心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工作压力大、工作环境特殊等。
另外，他们具有自杀的知识，知道怎样自杀。
有一位医学院的女大学生，利用她所学的医学知识，刚毕业不久就注射两支普鲁卡因，把股动脉切开
，然后盖着被子自杀身亡。
医生里面搞哪一科的自杀率最高呢？
就是搞我这一科的。
（笑声）精神科医生自杀率高的原因是：我们整天跟精神病人打交道，心情会受到不良影响， 而且我
们手里掌握着多种的精神药物，我们非常清楚，吃哪一种药物，吃多少片以上， 就死定了。
所以，精神科医生即使自杀，也不会把自己杀个半死不活。
（笑声）性别不同，自杀方式也常常有所不同。
男生自杀会喜欢从楼上飞下来，特壮观；女生会喜欢穿上漂亮衣服，围上纱巾，化好妆，吃安眠药，
非常美丽地死去。
我建议，如果你真的要自杀的话，千万别上吊，那样死了太难看。
（笑声）在所有的自杀方案里面，我强烈推荐用安眠药自杀。
因为安眠药有抢救的时间，而且救过来之后，不留任何后遗症。
当然，有人会说，你这样在公众场合推荐自杀的方式，会不会导致某些人自杀？
我说， 自杀是每个人的权利。
如果我让你自杀，你就去自杀的话，那我今天告诉你：你永远不要自杀。
你会听我的吗？
那么，什么是精神障碍呢？
精神障碍是一个精神病学的临床诊断概念，指的是持久、严重的心理痛苦，导致社会功能损害。
它既危害自身，又危害他人。
比如说有的人得了精神障碍，会选择自杀，有的则会去杀人。
为什么叫精神障碍而不叫心理变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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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时候，我们叫&ldquo;精神疾病&rdquo;，后来发现，很多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都不清楚，于是
改叫&ldquo;精神障碍&rdquo;，只是指称心理功能受到损害的一些现象，不对病理机制进行确定。
精神障碍的英文是&ldquo;mental disorder&rdquo;，&ldquo;disorder&rdquo;也就是失去秩序，中文译
作&ldquo;障碍&rdquo;， 意思是说，这会儿遇到困难挡住了，没能过得去，以后跃过去也就没有障碍
了。
所以， 我觉得翻译成障碍还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说成&ldquo;变态&rdquo;或者&ldquo;精神疾病&rdquo;，容易引起人们道德上的谴责和社会歧视。
比如说，我坐公交车上班，到了我们医院那一站的时候， 售票员就说&ldquo;精神病院到了&rdquo;。
（笑声）我就赶紧纠正：&ldquo;对不起，应该是精神病医院到了。
&rdquo;售票员瞪大眼睛看着我，她心里一定在想：这人有病，别惹！
（笑声）如果你是有学问的，将来你看见谁不顺眼的时候，你千万别说&ldquo;你有神经病呀&rdquo;
，而应该说&ldquo;你这人精神障碍！
&rdquo;（笑声）文雅而又准确。
一句话，我主张用精神障碍，而不主张用心理变态或者变态心理。
精神障碍是比较严重的，其实还有一些程度较轻、持续时间较短、心理损害较小的心理问题。
它们称不上精神障碍，但确实影响我们的生活。
这些我们叫做&ldquo;精神卫生问题&rdquo;。
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大约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存在心理障碍。
这并不意味着， 有四分之一的大学生都疯了、都傻了。
有位大学校长一听说大学生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心理有障碍，就不干了，他质问道：究竟我的学校是学
院还是精神病院？
！
（笑声） 实际上，绝大多数大学生存在的是精神卫生问题，达不到精神障碍的水平。
他们只是存在比较轻微的、过性的精神损害。
比如说，今天我失恋了，女朋友不来看我，我躺在床上不起来。
让同宿舍的男生给那个女生频繁送信，快马来报：那男生两天没吃饭。
女生说：我不管。
（笑声）宿舍男生再报：已经五天没吃饭了。
女生说：我不去，你帮我留心他点儿。
（笑声）到了第七天，宿舍男生急速来报：他快咽气了。
（笑声）女生慌了，说，虽然自己不喜欢他，救人一命还是必要的，并立刻起程去看望那位男生。
于是，这失恋的男生开始吃饭了，失恋的痛苦得到缓解；就在这时，给他报信的那个男生又失恋
了&hellip;&hellip;（笑声）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精神卫生问题不是固定地哪四分之一的人有问题
，而是不停轮转着的。
这就好比是&ldquo;皇上轮流坐，明年到我家&rdquo;，每个人都有不止一次的机会哦。
（笑声）这样看来，如果我们把精神健康作为一个理想状态， 很多人都还没有达到。
目前，很多人处在有不少精神卫生问题的阶段。
比如长期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自卑、焦虑、抑郁、害怕与人交往等。
我们做医生的，为了让自己吃上饭，首先得制造一些病人。
医生是什么人？
医生就是通过制造病人并承诺治疗病人以此而获利的人。
（笑声）早先，农业和畜牧业分工， 手工业又从农业中分工出来，巫和医又从手工业里分出来，然后
巫和医再分开。
什么是病人，按照医学的定义，病人不是有病的人，而是有求医行为的人。
如果一个人只是有病，即使病死在家里，也坚决不去医院看病，直接去火化场。
这时，一个人虽然有病，但他没有求医行为，就不叫病人。
只有当一个人，眼看自己快要死了，他说： &ldquo;不，我不想死，我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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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然后，那些自称为医生的人说：我看你是有病，我有办法让你活到七十二岁，不过，你得先给
我钱。
现在的一些医疗保健品公司正在制造大批量的病人，广告正在告诉我们：&ldquo;男人都肾虚，女人都
有毒，全国人民都缺钙。
&rdquo;（笑声） 人们的健康意识和保健需求就是这样被激发出来的。
今天呢，我也在制造大批的病人， 制造心理病人，因为我说，每个人都没达到最理想的心理健康的状
态，每个人都可以把心理健康作为我们毕生的理想去追求。
快看看自己有没有心理问题，去看精神科医生或心理治疗师！
（呵呵）当然了，没有病，闲着没事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去找精神科医生会谈一次，看自己的心理是
否健康。
（笑声）那么，全国有多少精神障碍患者？
据1993 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精神障碍的总患病率是13.45％。
今天在座的如果有一百多人的话，起码应该有一个，否则指标没完成。
（笑声）全国约有1600 万人患有精神障碍，这还不包括儿童、吸毒者、酒精依赖者、较轻的神经症患
者以及只有九十九个心眼的人。
（笑声）每年，我国有约26 万人死于自杀，也就是说，自杀发生率是每10 万人中有22.2 个人。
估计另有自杀未遂者不少于200 万人。
我国的国民经济收入中，要拿出多少钱来治病，这些钱用来治疗了哪些病，哪些病花费的钱最多，这
些就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疾病经济负担问题。
据我国卫生部2001 年报告，精神障碍已经跃居我国所有疾病负担的首位。
其中，抑郁症占到精神障碍的47％，抑郁症被称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疾病。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呢？
 1983 年以前，大学生辍学主要是由于结核、肝炎等传染病；1983 年之后，导致大学生辍学的头号杀手
是精神障碍。
一旦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学校会劝大学生退学。
为了让孩子能继续上学，家长央求我们做医生的给开一个&ldquo;神经衰弱&rdquo;的证明，我们一般
都答应了。
所以呢，在我们医院拿到&ldquo;神经衰弱&rdquo; 诊断证明的人，好多不是真的神经衰弱。
（笑声）神经衰弱属于轻微的神经症，神经症在自然人群里的比率是2.2％，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比率占
到8.8％。
神经症包括哪些类型呢？
有神经衰弱、强迫症、恐惧症、焦虑症和疑病症等。
如果用SCL － 90 量表测试， 会发现大学生群体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是：人际关系敏感、强迫、偏执
、焦虑和抑郁等。
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心情故事。
它们是我从找我咨询的信件中选取的。
当然， 在这些资料中，我已经完全隐藏了当事人的个人身份资料，因为心理咨询和治疗中一个重要的
原则是保密性原则。
为了教学的需要，如果我们要讨论一些案例，一定要把有关个人身份的信息统统隐藏掉，但又不至于
影响到故事的基本情节。
这是心情故事之一。
主人公是今年刚入学的大学新生。
他在咨询信中写道：&ldquo;人们都说大学生活非常好，诚然，我感觉也是，但心理问题使我无法感受
大学生活的充实。
&rdquo; 我们说，考上大学不容易，上大学更辛苦；但是，如果因为心理问题而不能坚持把大学上完
，是非常遗憾的。
这个同学有什么心理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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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ldquo;有谁能帮我？
药物是不能的！
我时常被紧张情绪困扰，缺乏耐心，心神不定，过度兴奋；夜里常睡不好觉， 时常感觉疲乏，又无法
摆脱以求宁静。
在集体中，对人和事缺乏信念。
&rdquo;这里说到了两点，一个是他的内心状态，一个是他的已被损害的社会功能。
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
&ldquo;每日生活战战兢兢，不能控制住自己，我分析不出导致心理紧张的原因是外来的还是内在的，
我无法使自己绷紧的弦放松下来。
&rdquo;以下是他对自己性格的描述：&ldquo;严肃、审慎且寡言。
通常行为比较拘谨，内省而不轻易发言，表现较消极、抑郁。
有时可能过分深思熟虑，而近乎骄傲自满。
这种个性像无形的障碍，使别人不免与我保持距离，对我有敬畏感。
&rdquo;深思熟虑怎么还近乎骄傲自满呢？
大家容易理解吗？
他是在自我欣赏： &ldquo;看我想得多周全。
&rdquo;最后他还认为别人对他有&ldquo;敬畏感&rdquo;，还生活在幻想中。
（笑声） 他认为这种性格导致别人与他保持距离，别人真的跟他保持距离吗？
一方面这是他的主观感受；另一方面，他长期的这种想法可以成为他&ldquo;自我实现的预言&rdquo;
，导致别人没办法跟他交往，最终真的跟他保持距离。
新生入学，第一个月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适应新环境，第二月再有三分之一，第三个月，剩下的那
三分之一不一定都能适应环境，有些人适应的时间会更长，如果超过半年还适应不了，期末考试几门
功课都挂了， 就该回家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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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大的讲座之多、质量之高在中国首屈一指，与世界上任何最著名的大学比都毫不逊色。
讲座如果在大学里消失，校园文化便会成为戈壁上的涓涓细流，虽然澄澈，但孱弱且短暂，并且讲堂
上智慧的闪光不应局限于校园，而应该走出去，给所有爱智慧的人以聆听大师教诲的机会，去亲身体
会细流是如何变成汹涌的波涛奔腾至海的。
对学生来说，在北大听讲座是一种乐趣；对演讲者来说，在北大演讲亦是一种乐趣。
讲座无不彰显了演讲者的知识与智慧，他们学识渊博却不为学识所累，拥有卓越的理念和伟大的思想
；他们淡泊名利，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道德操守；他们秉天地之气而来，将智慧播撒于人间。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充满梦想的人都能有幸到北大聆听大师们充满智慧的教诲，这无疑是所有渴望用
智慧来武装自己的人的一大损失。
为了让大师们的思想和人生哲学得以传承，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前辈们的智慧之光，我们精心编
写了这本书。
《在北大听讲座大全集》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本书汇集了各领域最前沿的思想和观点，堪称最具时代精神的&ldquo;思想大餐&rdquo;。
北大讲座不仅增添了校园精神沃土的内涵，而且让这个古老的校园更加生机盎然。
讲座的魅力不仅是学者名流的名气，更重要的是讲座所传达出来的思想与智慧。
《在北大听讲座大全集》收录了著名学术思想大师在北大的精彩讲座，从而让大师们的思想和人生哲
学得以传承，让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大师们的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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