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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
其意即涵蕴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
而《中庸》论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
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
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和
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
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
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
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
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绝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
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
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
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学术精神的象征。
这一校训，不仅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充分发挥个性特色与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选择学
习机，努力使学子们于学业感悟中启迪思想、升华精神、与时俱进，而且积极提倡拓展学术创新空间
，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致力对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与批评，探求科学
与人文的交融与整合。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正是在这一精神理念引领下出版问世的。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是《上海政法学院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起跑点
，而且是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展示学术风采、呈现富有创造性思想成果的科学平台。
古代大家云：“一代文章万代稀，山川赖尔亦增辉”；“惟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
我相信《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反映了上海政法学院的学术风格和特色，而且将体现上海政法学院
教师的学术思想的精粹、气魄和境界。

法国著名史学家、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院长雅克·勒戈夫曾言，大学成员和知识分子应该在理性背后
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
我相信《学术文库》将凝聚上政人的思想智慧，人们将从这里看到上政人奋发向上的激情和攀登思想
高峰的胆识与艰辛，上政人的学术事业将从这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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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小辉，男，1978年9月出生，湖南常德人。
先后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分获历史学学士、历史学硕
士、法学博士（社会学）。
现为上海政法学院讲师，在《二十一世纪》、《学术界》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译著《美国国
父们留下了什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部。
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知识阶层转型与近代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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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商务印书馆所聚集的知识群体　　“商务”（commercial）的中英文名称，即反映出起初
以印刷为主要业务的定位①。
其后，商务印书馆能够实现从印刷到出版的跨越，走上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吸纳了知识界
大批优秀成员的加入，张元济及王云五是其中的关键人物②。
前后以两者为中心，商务印书馆周围聚集起了一大批文化人，形成一个知识群体。
　　通过张元济的大力延揽，商务印书馆这个近代最著名的出版机构周围所集聚起来的知识人才，可
谓济济一堂。
曾经做过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和留日学生监督的高梦旦，经张元济邀约进馆担任编译所国文部主任，后
来徐珂（《清稗类钞》作者）、孟森（明清史专家）、留美的英文学者邝富灼、辞典专家陆尔奎、主
编《少年杂志》的孙毓修、主编《小说月报》的恽铁樵、主编《教育杂志》的陆费逵等一批学有所长
的文化人相继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商务印书馆最初的一批知识分子群体悄然形成。
虽然他们具有不同的思想方法和文化个性，但均属于嬗变中的知识阶层，正行走在从传统士人到现代
知识分子的旅途上。
当蒋维乔、庄俞在他们的回忆里所描述的这样一群知识分子，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在一起和谐而又坦
率地讨论教科书，互有切磋与辩驳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已经跨进了职业化的门槛。
正是在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进入空前的发展阶段。
这样一个群体的形成特别是其新旧兼备的丰厚智识资源，对于商务印书馆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而这一知识群体更是借助商务印书馆这一平台为中国知识与教育的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到王云五主持时期，商务印书馆依据现代学科知识门类重组编译所，更大规模地引入新式知识分
子，先聘朱经农（留美、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唐钺（留美心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竺可桢（留美地理学博士、东南大学教授）、段育华（留美、北京大学数学教授）为编辑主任，继聘
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为各部编辑主任，这种以新科学知识为纽带的人才组合具有相当的凝聚力。
这批新式知识分子进馆后，或改良商务印书馆旧有出版，或协助引进新思维和西学，令商务印书馆可
及时紧跟文化潮流，得以光大其对中国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影响力。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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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