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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维强就读于北师大，毕业后也一直在做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亲历了这些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与大
变动。
发展主要指教育规模的扩大与提升，作为从业者，他也享受到了具体成果；变动则体现在内里精神上
，非此道中人或许感觉不深刻，天天与之相伴的维强，则不能不心怀隐忧。
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迫使维强深入思考教育问题。
近年来，他读了大量与教育相关的书，目的之一是试图梳理中国现当代的教育思潮起落、教育实践得
失，尤其希望通过教育家个人的言行与命运，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或能找出明天的方向。
　　收入《史思与文心》中的《学林新语》的写法，近于孔子学生替自己老师整理出来的《论语》，
言简意赅，却深得神韵，只有浸溺其中的人才能随手拈来，即成文章。
　　维强《学林新语》涉及的教育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牵扯内容之丰富，几乎可以当作一部另
类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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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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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五常尝言：“任何世事，可以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看。
科斯以‘成本’看世界，我以‘需求’看世界，但大家结论十之八九都是相同的。
所以⋯⋯对经济理论要简略全面地知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而深入地对某部分（或小部分）操纵自
如。
”张还说：“没有⋯⋯理论基础，你本领再大也不容易写得出一篇可取的论文。
这好比建造房子，你不懂得用工具，从何建起？
天下的工具数之不尽，你不可能件件皆能。
与其每件一知半解，倒不如选一两件自己可以控制自如的。
”（《博士论文是怎么写成的》）。
张在另一篇文章《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里综合雅伦和弗里德曼的看法，说：“复杂的世界以复杂的
理论解释，其成功机会几于零；复杂的世界是要以简单的理论才有机会解释的。
”这两句话可以视作张五常风格的自注。
更进一层说，“简单”不是脑子少根筋，而是大数学家华罗庚讲的治学的更高境界：由博返约。
也即近世大学问家王国维讲的“蓦然回首”这一做学问的最高意境。
这是大家才有的手腕。
一个人没到那个境界，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强作解人；另一方面说，一个人没到那个境界，也不可
以以为人家也没到那个境界。
旁征博引固然不错，清通简要尤为难得。
我们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前者是大师之作，飘逸不群；后者是哲学教
授的教科书，引经据典，面面俱到，两者境界迥然有别，你能要求罗素必须写得跟梯利一样么？
　　张五常经济学散文里经常说到他与经济学大师科斯、弗里德曼等人的交往。
学界掌故里好多有趣的东西，吉光片羽，远胜过高头讲章。
谓予不信，有张五常《科斯的雨伞》、《瑞典观礼记》、《论创见》、《屡败屡战易，大胜从容难》
、《学术文章》、《对经济学的发展失望》、《何谓学者》、《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学者
》诸篇为证。
大学问家钱玄同阅人无数，腹笥广博，二三十年代的北平，钱玄同与黎锦熙每喜清夜剪烛，快谈近世
学人掌故。
黎笔录作“世说燕语”。
可惜这些笔记后来毁于战火。
要不然，我们的学术史里会增添多少饶有趣味的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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