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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迎接北京师范大学百年之庆，展示著名专家教授的学术成就，校出版社拟出版一套《教授文库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它对继承学校的优良传统，纪念艰难创业的先辈，记录教授教学、科研的成果，给学生提供治学、作
人的启示，以及推选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都有相当的益处。
　　北京师范大学已经历了百年沧桑。
从它盼奇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始，直到经过了风风雨雨、面临21世纪的新北京师范大学，若干代的
北师大人，包括教师和学生，纷纷走在时代浪潮的前列。
他们或直接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或献身教育和科学，为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国家总体
实力而努力拼搏，对国家、对人民，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百年来，曾经或正在从教于北师大的教授中，有不少知名的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和作家。
他们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潜心治学、淡泊名利、教书育人。
他们的精神风貌、节操志向、道德文章、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以及优良的治学方法、高尚的处世原
则，都无愧于北师大校训中&ldquo;学为人师，行为世范&quot;这八个字，的确令人钦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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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诸子与古史散论》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家杨钊教授的专著。
杨钊教授为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弟子，与史学泰斗陈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史方法一脉相承，在
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而不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
《先秦诸子与古史散论》即为杨钊教授治史成果的一部分，作为《教授文库》系列丛书之一，奉献给
北京师范大学建校百周年之庆。
《先秦诸子与古史散论》内容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先秦诸子论，对先秦诸子所处历史时代的特点
、及其政治主张、哲学思想作了全面的辨析和论述；后一部分为古代史有关专题的研究。
《先秦诸子与古史散论》史料详实，见解独到，是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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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异同原载《史学集刊》1991年2期回忆解放初期北师大历史系二三事原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3
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论学原载《史学史研究》199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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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就这样，&ldquo;有教无类&rdquo;的把知识向较多的人开放。
在他的教育下，有姓名传留后世的，有七十余人。
弟子总数，据说有三干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使孔子成为士阶层的光大者，使他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开山的一
个大教育家。
　　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孔子是春秋末期贵族中士阶层的代表人。
他的思想有保守的方面，也有进步的方面。
他想恢复西周的社会制度是保守的，但我们却不能据此而过高的估计落后性，过低的估计他的历史地
位。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开他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属于一个社会发展变动中的前期，基本上还是世．袭贵族统治的时代。
旧的社会动摇了，新的社会轮廓和方向还没有形成。
人们看到的是旧社会的破坏与紊乱，新的社会景象还没有看到，代表新社会打破旧社会的力量还没有
积极行动起来。
在这具体条件下，所产生的因不满现状而要求复古的思想，还不能过分强调他的落后性。
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保守性，就忽视了他思想中的进步性，事实上他那&ldquo;仁&rdquo;的思想
是发展西周以来的&ldquo;重人轻天&rdquo;思想，他举贤才的主张也是很有进步意义。
而且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孔子的一生主要活动与贡献不在政治方向，而是在学术与教育方面。
因而对他的评价也应该多注意这些方面的事。
　　孔子在我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他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学术，而同时打破贵族对于学术的垄
断，把知识向更多的人开放。
由于他的整理、编定与保存古代学术，使我们今天有可能更好的认识了古代文化遗产。
由于他对于古代学术的解放，促进了战国时期&ldquo;百家争鸣&rdquo;局势的形成，战国时期学术思
想的发放异彩，是与孔子私人讲学的事业有着关联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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