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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我在台大讲演集的大陆版，原书是2006年我访问台大时的两次讲演，加上和同学们的一些讨论
，书名是《傅钟回响》，由台大出版中心在2008年出版。
我是台大的毕业生，曾经在母校服务过一段时候，后来也多次访问母校。
2006年的访问，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到母校。
因此，也可以算是我对母校能稍尽绵力的最后一回。
过去访问台大，都是正式开课。
这一次访问，经过历史系吴展良主任的安排，却稍微有一点特别：在历史系开课，修习的学生都是研
究生；而且除了在讲堂上同学作报告、我加以评论外，下午还另和同学有单独的谈话。
在这一学期，实际上我从同学们那里受到的启发，还多于我给他们的协助。
甚至可以说，开了一学期课以后，我又一次从母校获得不少进益。
为此，我向母校以及吴展良教授和选课的许多同学，致以谢忱。
那两次讲演，一次是讲知识分子目前和未来的角色，另一次讲多种多样的现代性，其实都是有感而发
。
中国长久有学者关怀社会的传统，在过去时代，学者们是士大夫，后来就成为知识分子，或者“知识
人”，这些以追寻知识为志业的学者们，曾经发踪指使，也曾经针砭批判；无论书呆子的意见是否适
当，至少他们的用心是为社会作一个理性的指引和纠正。
在近代，知识愈来愈专业化，知识可以转化为权力甚至金钱。
知识分子变成专业人士，他们个人的收益可能相当可观。
但是他们往往失去了独立的立场，为政权、为企业服务，而不是为了社会。
现在，科技昌明，知识的作用，影响人生既深又广。
如果知识分子不具社会良心，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发挥知识的潜能，他们就成为科技世界内的新“婆
罗门”。
那篇讲演，我正是为台湾学界已经呈现这个趋向而忧心忡忡。
另一篇讲演，是有关“现代”的多种多样性。
近百年来，中国努力摆脱传统，走向现代，可是，“现代”两个字的含义，似乎都是代表西方文明在
近几百年的发展方向；走向现代，几乎就是西方化的同义词。
我在这篇讲演中，也特别指明，西方近几百年来发展方向，有其历史特定性；世界各处承受西方压力
及因此发生的响应，也有其历史特定性。
天下没有真正所谓“现代”，“现代”时时在改变。
甚至于也没有特定的西方，因为西方也是一直在改变。
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个问题的内涵，我们将永远赶在人家已经走过的路后面，当人家转方向时，我们还
在原路追赶。
这一危机，近百年来，中国似乎一直视而不见，近六十年来，海峡两岸种种做法，也脱不开这个盲点
。
以上两个讲演，是历史问题，但也是未来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认识过去和目前，我们将一直在蒙着眼睛走瞎路，知识分子如果不担起社会良心的责任，
则这种新“婆罗门”，对社会的进步和预防社会发展的错失，都将无所贡献。
本书后半段，每一节都是和某一位研究生研究课题有关系。
因此，各节之间看上去相当散乱，彼此并无关联。
可是，文化系统是一个整体，政治、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种种面相，其实彼此相关；同学们提出
的问题，都是种种面相中的一面和一片。
有心的读者，大概可以发现，在我的回答中，其实每一段都可以和另一段连接在一起看。
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研究，不容分割为互不相连的学门，如果各科之间互不相干，我们的努力永远只是
盲人扪象，抓到了鼻子、抓到了腿，可是抓不到大象的整体。
只有理会到，鼻子也是大象的一部分，大腿也是大象的一部分，象肚和象尾也是大象的一部分，我们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分子>>

个别的努力，才可能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解。
我进入台大读书时，只有十九岁，今天我是八十岁了。
回顾整整一个甲子，当年一切，师生际遇，许多细节，宛然在目。
尤其怀念到当年的老校长傅孟真先生，他虽然只担任两年校长，但他对台大的贡献，后人无与伦比。
他尽心尽力为学术、为社会正义、也为了教育青年学子，呕心沥血，在五十四岁的壮年，劳累气恼，
就撒手而去。
很少有人在短短的五十四年内，能如他一样，替社会、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
最重要的，傅先生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典型；曾经在一次全校作文比赛上，他出的题目是：“士不可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
傅先生的一生，确实是做到了死而后已。
台大校园有个傅钟，正在文学院的面前，是为了纪念傅先生而建。
我们在那钟声下长大，我一生工作，也时时不忘傅钟代表的激励，原书书名《傅钟回响》，正是表达
了我的心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改换了书名，我也理解，大陆上的读者，不明白“傅钟”两个字对
我们的意义，可是我必须在此说明，以表达我自己对老校长的怀念和感激。
许倬云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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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母校台湾大学的讲演和讲学的结集。
许倬云先生以较为宏观的“中国文化”为主轴，进行专题讨论，引导听者和读者对历史事件做宏观的
思考、判断、分析及归纳，其核心旨归则不离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文字间不时流露对国家社会与人类
文化的关怀之情。

　　作为当代卓越的历史学家，许先生视野宏阔，学识渊博，加之为人亲和，讲座与对谈时让人如沐
春风，内容又包罗万象，受者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提示，与一般课堂评论截然不同，诚可谓“与公一席
话，胜读十年书”。
希望本书的出版，可使历史研究者及一般社会大众经由先生的指点，得以宏观且多面向地了解自己的
文化与历史，培养面对未来世界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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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
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中研院”院士。
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
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
主要著作有《汉代农业》、《求古编》、《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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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演讲一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演讲二 多样的现代性
“中国文化教研专题讨论”课程
第一讲 困境与转机
第二讲 知识分子暨民族主义
第三讲 唐宋之变
第四讲 考古与上古史研究
第五讲 荀学暨道教
第六讲 情理与律法
第七讲 理学修身?儒医关怀
第八讲 精英地方化?五四运动
第九讲 斯文?死谏?同心圆世界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分子>>

章节摘录

版权页：全球化快速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的资讯科技，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市场化的转变把全
世界整合成一个联合市场。
我们发现，今天既不是欧美核心继续向周围放射它强大的影响力，也不是已经转变的日本、俄国、东
欧等国向四周围发射其影响力，目前出现的是一种回流或返回——我不用“反扑”两字。
这种回流，是指本来的边缘流向过去的核心，因而改变了它们的相互地位，形成了一种多向度的融合
。
举例来说，为什么中国能在最近十年变得这么快？
因为中国虽没有技术，没有资本，却正好有市场、劳力、土地与资源，结果是生产基地从美国、日本
、台湾地区搬到中国大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生产者以其货品来掠夺消费者的财富，现在的情况是生产分散了，分散出
去后，消费者反而最有力量。
消费者多的地区，是最富有的地区。
最富有的地区以其消费力量，朝着生产地区“返回”。
而生产本身，也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在美国，四五年前尚不觉得，但约从两年前开始，当你打电话到航空公司订飞机票时，会感觉到对方
的口音不对，因为对方是印度人或菲律宾人，正在印度或菲律宾跟你对话。
在美国，这叫做“外包”（out-sourcing）。
生产线的延长，是另一种形态的外包。
过去的福特汽车公司，它的生产线是三英里半的一条流线，各做各的工作，在这头摆进钢块，那头生
产出来汽车。
今天的汽车或任何其他东西，每个生产阶段都被切割成一段一段，产品打开来都是“联合国”，其中
大部分是源白中国或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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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如果知识分子不具社会良心，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发挥知识的，潜能，他
们就成为科技世界内的新“婆罗门”。
中国长久有学者关怀社会的传统，在过去时代学者们是士大夫，后来就成为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
，这些以追寻知识为志业的学者们，曾经发踪指使、针砭批判；无论书呆子的意见是否适当，至少他
们的用心是为社会作一个理性的指引和纠正。
在近代，知识愈来愈专业化，知识可以转化为权力甚至金钱。
知识分子变成专业人士，他们个人的收益可能相当可观，但是他们往往失去了独立的立场，为政权、
为企业服务，而不是为了社会。
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鲜有文化的承载者。
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宏
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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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中国长久有学者关怀社会的传统，在过去时代学者们是士大夫，后来就成为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
，这些以追寻知识为志业的学者们，曾经发踪指使、针砭批判；无论书呆子的意见是否适当，至少他
们的用心是为社会作一个理性的指引和纠正。
在近代，知识愈来愈专业化，知识可以转化为权力甚至金钱。
知识分子变成专业人士，他们个人的收益可能相当可观，但是他们往往失去了独立的立场，为政权、
为企业服务，而不是为了社会。
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鲜有文化的承载者。
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恢宏
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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