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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首套系统梳理中华学术百年发展脉络的大型丛
书。
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
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
作，梳理中华现代学术演进脉络，以展现传统文化之新变，追寻现代文化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
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
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本套书为第二辑，共30种(计33册)。

　　中国南洋交通史
　　本书以考证见长。
作者在撰写本书之前，曾长期从事南海地名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查阅了各种相关正史志略笔记游记
等，并着手翻译了海外汉学家有关西域南海的著述，掌握了大量的资料。
正是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娴熟掌握和驾驭，以及严肃认真的考订分析，作者得以在国内首次对中国历代
与南洋相关的政治经济活动、各次航行的路线、所经过的地区的地名沿革、风土人情进行了综合考察
，对以往史志中一些地名上和路线上的存疑或不明之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道教史
　　本书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史著作，它从探讨宗教共同点出发，论述道教的起
源与演变，道教的信仰与道术、戒律，道教的经典与宫观，道教的派别与佛道关系，展示了道教的历
史发展主脉，对于后世的道教学术研究保持着长久的影响。

　　国史要义
　　本书站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引证大量史料，从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
、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个方面对中国史学传统做了全面回顾，阐述了作者眼中中国史学的精义
所在和基本特征。

　　中国田制史
　　本书是一本系统阐述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及其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的专著。
作者万国鼎，农史学家，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
本书为作者在大学授课的教材，整理后出版，目的如同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土地问题影响于国计民生
至巨”，“然其关系复杂，不容轻易试验，失之毫厘，则差以千里”，“中国土地问题，先民经验，
尤不可忽”
。
全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上古田制之推测及土地私有制之成立”；第二章“两汉之均产运动”；第
三章“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第四章“均田制度破坏后之唐宋元”。

　　知识论（全两册）
　　金岳霖未像康德那样把知识论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基础，反而把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看作知识论的基
础，在“假设”知识关系是外在关系之后，以“正觉”说为基础，以罕见的逻辑思维和建构知识系统
的能力，在传统缺乏逻辑学以及以之为基础或工具的中国文化中，运用严格的逻辑分析这一现代哲学
的方法，创建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庞大的知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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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学
　　《财政学》一书是何廉、李锐在南开大学开设财政学课程时所编写的教材，它既是两位作者多年
教授财政学课程经验的总结，也是何廉和他主持下南开经济研究所所秉承的经济学中国化思想的一个
体现。
该书于1935年2月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财政学所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六大部分：绪论、第一编公共支出、第二编公共收
入、第三编租税、第四编公债和第五编财务行政与立法。

　　话本小说概论(全两册)
　　这是一部精心结撰的文学史著作，它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法总结古代话本小说自上古
迄清末间，发生、发展与流变的过程及其动因，概括话本小说的体制和题材分类，分析话本小说的思
想内容和艺术特征。
这更是一部资料宏富、功力深厚的文献学著作，和活色生香的民俗学著作。
该书首次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话本小说勾画出完整而详尽的图景，无愧于“研究话本的百
科全书”之称。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
　　《目录学发微》，是1932至1948年间余嘉锡在北京各大学主讲目录学课程时的讲义，本书以“辨
章学术”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
对目录书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历代目录书的类例沿革阐述甚详，举出目录学的体制有四种类型：
一为篇目，考一书之源流；二为叙录，考一人之源流；三为小序，考一家之源流；四为版本序跋，考
一书之源流。

　　《古书通例》是余嘉锡先生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本书论及著述体例问题，对汉魏以前古书通例详加诠释，不少认识已为出土简帛书籍所证实。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我国第一部透过西方文学批评视角全面审视、评价司马迁及其《史
记》的学术专著。
作者将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精确概括为“浪漫的自然主义精神”，并对《史记》的美学风格进行深入
剖析和高度评价，确立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以生命和生活为切入点，以李白的道家特征为推阐中心，以李白
充溢的生命力和浪漫的热情为贯穿主线，旁涉其政治、思想、性情、文学等各个方面，勾勒出一个鲜
活的诗人形象。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是杨树达训诂学、金石学研究的代表著作，体现了杨树达治学上承乾嘉
学者段玉裁、二王，近于皖派的特点，是民国时期训诂学的代表著作，为作者在当时和后世学术界赢
得了很高的声誉。
1937年商务印书馆曾予出版。

　　文化人类学
　　本书初版于1934年，是当时大学文化人类学的教本。
它通俗地介绍了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分科、目的及其他学科的关系；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产生、发
展及学派；特别是具体介绍了原始物质文化、原始社会组织、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及原始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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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解和研究文化人类学及原始人生活状况有较大参考价值。

　　诗言志辨 经典常谈
　　《诗言志辨》、《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诗言志辨》是对“诗言
志”这一传统《诗经》学论题的专门研究，涉及《诗经》研究中的最基本问题。
《经典常谈》是对古代典籍的概论性著作。
两书对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影响深远。

　　等韵源流
　　这部书从汉魏时代中国受了印度梵文影响而有反切学叙起，直到晚近文字改革的启蒙运动为止，
阐明了中国审音家对于声韵的理论及处理方法的贡献，并从这里屡屡暗示出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途径
与归宿。
作者以为，俯仰今古，从历史发展的实证看问题，方不至于株守与撒野。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本书为社会学家陈达于1934年进行闽粤社区的社会和经济考察后形成的一份研究报告。
全书共分为两编：第一编讲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分环境及社会变迁两章；第二编讲移民的影响
，分为生计、衣、食、住、家庭与婚姻、社会觉悟、教育等七章。
全书讲求调查的细致与全面，以及解读的深入与系统，为民国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个典型范本
。

　　监狱学
　　《监狱学》系统梳理了中外监狱学理论、行刑制度、感化教育、出狱人保护等学说，与其他学者
相比自成体系，代表了1930年代监狱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之一。
难能可贵的是，从本书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监狱学者们，为了应对西方监狱文明的挑战并收
回旁落的治外法权，承续前清监狱学前辈的精神，致力创办新式监狱事业的努力与执着。

　　中国之棉纺织业
　　《中国之棉纺织业》是方显廷的代表作，是一部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全面调查与研究的重要著作
。
全书包括八章：中国棉纺织业之历史及其区域之分布、中国棉花之生产及贸易、中国棉纺织品之制造
与销售、中国棉纺织业之劳工、中国棉纺织业之组织、中国之手工棉织业、中国棉纺织品之进出口贸
易、中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
全面论述了中国棉纺业历史与现状。
书后附有大量统计表格，对了解中国棉纺织业历史及其发展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新政治学大纲
　　《新政治学大纲》一书最早出版于1940年，在学术研究体系上有其独到的特色，是邓初民先生政
治学著作中最具有代表的著作。
本书以“阶级矛盾”的展开为线索，突破了传统政治学即是国家学的研究体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包括
国家、阶级、政党、政府、革命等在内的政治学研究体系。
本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中的占有特殊地位，非常值得一读。

　　中国文化的展望
　　《中国文化的展望》是作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现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出版后在台湾、
香港学术界反响强烈，许多知名学者撰文评介，称其展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学
术良心与道德勇气”，是“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大陆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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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誉为“不能忽视的中国经典”。
作者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视野，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探讨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国文化，对“中西
文化论争”这个问题的探索具有比大陆同等所不具备的视野。
书中采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及逻辑分析的方法，可谓中西合璧。
按照作者自己在本书序言中的说法，本书欲在“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
应”的基础上，“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本书作者在学术研究领域涉猎广泛，举凡历史、文学、考古、宗教、经济、古代思想文化，皆做
过深入探究，且多有建树。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即是他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该书对魏晋时期玄学思潮进行了总体上的梳理。
作者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史学家的特长，将清谈思想放在两汉魏晋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依据丰富的史
料和缜密的分析判断，挖掘清谈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来龙去脉，发现其中各个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
与整个时代思想大潮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科学方法论 科学概论
　　《科学方法论》依据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稿编撰而成的，作者在客观世界中现象的因果联系之基
础上，最为注重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西方哲学界在科学思维方面主要的思想，可
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全面、最有力的，与作者的其他著述、活动一起，为在中国传播科学的价值作
出了贡献。

　　《科学概论》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
这是他作为科学派的主将加入当时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对论战中所涉及的主要哲学问题进行了重新
思考与探讨之后，所作出的最有份量的贡献。
他对当时的经验论科学主义具有重要影响，之后的科学主义思潮由对传统本体论的拒斥转向了对哲学
本体论的重建，可以说《科学概论》是上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现代中国文学史(外一种:明代文学)
　　《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广义性质的文学史著作，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就诗论诗，而是在极
其宽广的背景中，阐述了清末民初学术兴衰得失递变的轨迹。
它无疑是今天研究我国近代文学历史发展和了解那一时代政治、社会思想、心理等方面的历史风貌的
一部重要史料。

　　认识论
　　本书包含张东荪《认识论》一书以及一篇后续文章，仍以《认识论》为名，展示了张东荪的多元
认识论思想及其发展。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本书第一次出版。

　　明清史讲义(全两册)
　　本书为孟森先生20世纪上半叶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
全书以时间为线索，运用大量史料，对明清史的重要史实和制度演变进行了全面考察，对历任统治者
统治期间内部和内外部的各种利益争斗予以了特别关注，对朝代兴衰的原因也予以了深入剖析。

　　中国法制史概要
　　《中国法制史概要》是公认的法制史名著，堪称以近代部门法理论研究法制史的经典性著作。
本书与传统法制史研究重考据不同，着重按照法律门类系统梳理史料，其关于中华法系演进的理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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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家。
本书为作者数部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被法学界誉为开专题史研究之先的著作。
几十年来，这部著作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几代法律学人。

　　通史新义
　　本书分上、下二编，上编论述社会史料研究法，系统阐发史料考订与事实编比的理论；下编论述
社会史研究法，详解社会史的著作法及相关问题。
举凡历史学和历史研究的概念、原理、系统、研究步骤和研究方式等，本书皆有涉及并做深入论述。
本书虽以西方理论为依据，却做到了尽量与我国传统史学理论相结合，所举例子亦多见我国史事，可
见作者融合中西史学之努力。

　　中国哲学史大纲
　　在传统中国，经学凌驾于所有的学术之下，而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将其当成独立学科，将经
学与之剥离开，因此冯友兰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
中国哲学史的近代化，其实也就是学术转型，由经学范型转向西学范例，由此可见胡适的创始之功的
意义。

　　法相唯识学
　　本书收入太虚法师阐述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讲演和文章
57篇，书前有王恩洋、张化声等人为其中《法相唯识学概论》所作的10篇序。
全书内容包括唯识理论类、唯识答辩类、唯识学通疏释类等。
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价值。

　　陈康:论希腊哲学
　　陈康对希腊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具有国际声誉。
本书是陈康先生关于希腊哲学的论文集，可以说代表了汉语希腊哲学研究的水平，由作者的学生、著
名希腊哲学研究家王太庆、汪子嵩编集。

　　中国救荒史
　　本书根据各种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统计方法，第一次全面探讨了中国历史上自远古以迄于民国
历代灾荒的实况及其演变趋势和特征，同时分析了灾荒的自然、社会成因及其相互关系，并从人口流
移和死亡、农民起义、民族之间的战争、经济衰落等方面，就灾荒对社会的实际影响作了较具体的论
述。
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相应历史时期的灾荒救治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归类，系统而清晰地揭示出中国数
千年救荒思想的全貌和发展脉络。
同时，本书还详尽探讨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及其利弊得失。

　　康德的知识学
　　本书是作者几十年研究康德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无论分析与证明，批判与另立学说，都有令人信
服的根据，是一部代表汉语学术界康德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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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费孝通等30位学者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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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吾人于此决不可以为各种社会现象之演化真与有机体无二也。
吾人通常所用“文字之生命”，“文体之演化”，“信仰，法律，或制度之演化”等语，实系一种危
险之暗比。
所谓一种文字，一种美术作品，一种信仰，或一种制度，皆不过抽象之物而已。
抽象之物决无演化，演化者唯有生物而已。
历史上叙述抽象之物之演化——如教会，如王室，如财政，如哲理等——极其危险。
吾人固未尝不可用抽象文字以求叙述之简括，然吾人果欲了解事实之真相，则非将幻象与真相之泾渭
分明不可；并须追求原因以达于真相。
所渭真相，即人类是也。
吾人利用问题法以研究社会之演化，吾人每能发见产生演化之动机之变动情形。
此种人类动机之变动，骤视之每觉广泛而模糊。
例如吾人大体可以见到近年吾国青年因受自由恋爱学说之影响，离婚之风气遂至较昔为盛是也。
然吾人须视此种集合之动机为个人动机之总和，方能了解集合动机之真相。
吾人先想象何者为人类演化之开端，何者为人类演化之结局；于是再自问人类中或其环境上有无某种
变动足以引起此类之演化。
社会变动之途径有二，须加辨明：（一）人类实际上变更其行为之方法或行动之规则，此或因观念变
动而出于自愿，或因受物质环境限制之所致，或因受政府或其上属意思之逼迫而不得不然。
（二）某时代开始时之人皆已去世，他人（无论其后裔或外人）起而代之，其行为方法因动机或习惯
之不同，与前者迥异。
人类生命之得以维持，在于世代之继续罔替。
此为历史上之根本现象，殆亦为社会演化之主要原因。
团体如教会公司及行政机关等之演化即由此而生。
团体名目依然如旧，而其中分子则常有新陈代谢之观。
吾人稍不经心，即将为此种名义所误，而视为一种有机之演化。
人类之社群亦然，吾人欲明白其演化情形，必注意人类世系之新陈代谢。
史家对于此种现象已知注意及之；而社会科学家对之则往往忽略不顾。
盖此辈所研究之演化时期较为短促，故人类新陈代谢之迹不甚显著，固无怪其疏漏矣。
用心理之变动以解释演化之情形，在统计方法上有明白易晓之利益，然此种解释仍属一种假说而已。
社会变动之原因或可藉此求得之，然吾人不得遂谓此外别无他种原因之存在。
如欲得一科学之结论，吾人不能不应用一种方法焉，即将各种演化集于一处而比较之是也。
此种方法实为史家所不常用，而社会科学家所不慎用者也。
然若仅将各独立社群中之某一种现象合而较之，仍未为足也。
吾人在比较言语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法律学上之工作；以及比较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与日耳曼
人，某一种神话或某一种法规之演化，即属此类。
此种抽象之比较，初不能予吾人以变动之原因，仅能助吾人明了各种事实之性质而已。
吾人所当注意者本系社会之全部，故应从比较几个社会全部之演化入手。
必如此而后吾人方能了然何种现象在某几种演化中缺普遍之性，何种现象在某几种演化中有一致之观
，某几种现象永远分离，某几种现象时合时分。
分析各种现象之方法，唯赖实验。
今既不能实验，则唯有比较全部之一法以断定何种现象为大体相联，何种现象为各自独立。
然此种工作非单用一种社会科学方法或一种历史方法所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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