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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文研究员一个多月前打电话来，希望我为他的文集写一篇序言。
和李文做同事，想来有六年左右的时间。
虽说我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使用的方法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读书，而且相对来说书
读得都有些杂。
我先后去过李文家两次，即使是在搬入现在更为宽敞的住宅之前，他的那两间书房中被塞得满满的书
架，那些书架上人文社科几乎无所不包的书籍，外加向来客展示藏书时他语气中带有的些许满足感，
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为什么要读书？
和许多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谁。
据我猜测，李文的回答大致会是这样的：因为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书带来的乐趣相对于其他人生享受而言更丰厚更持久些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的话，那便是强烈的好奇心和与人分享知识或思想之愿望使然。
这其中责任也还是有的，毕竟，读书人都必须为其丰衣足食而又不必辛劳织耕给出正当理由。
　　说到读书人的责任，治学首当其冲。
任由兴趣指引的阅读酣畅淋漓，但对国家对社会对同行对朋友对学生也需要有个交代。
在我的同事中，李文是相当勤奋的一位。
每次他把新出版的专著拿来让我“批评指正”时，我感到的首先是惊讶，接下来才是羡慕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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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有多少渴求与冲动，世上就有多少神秘与未知。
《读书·治学·阅世》是作者多年撰写和发表的学术随笔的结集。
书中有作者对学术界的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著作的看法，也有作者对一些政治时事、社会热点的
解析与评论。
读书开阔视野，治学陶冶心智，阅世躬行实践，为着洞悉与了悟，作者悉心审视古今人物直面尘世沧
桑的体验和记录，静心体会人间万象蕴蓄的生死、明灭与荣枯，并注意在分析和阐述过程中贯穿“学
理”，给出“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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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文，男，1957年生，北京大学史学博士，曾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多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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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日，国家将2009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数学家谷超豪教授和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孙家
栋教授。
这样的消息，令人振奋。
在现代社会，如果知识生产得不到政府的倡导、鼓励和支持，实难成就伟大和持久的事业。
给予优秀科学家和艺术家以精神荣誉和物质奖励，是政府介入知识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知识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又构成人类生存和幸福的精神寄托；创新是知识分子生存
价值的证明，也是他们的使命。
中江兆民说过，知识分子既然“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以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
”我也认同冯友兰给出的有关知识人使命的界定：“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
团真火。
这团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
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来传递这团真火
。
”　　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始终以“创新至上”为根本原则。
科学史家贝尔纳曾将科学观区分为理想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前者认为科学仅与发现真理和关照真理
有关，后者则认为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
在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孰轻孰重的争论。
其实，社会科学大可参照自然科学，树立“无论什么研究，有创新就是好研究”的理念。
孙家栋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但他依旧能够获奖，原因就在于他与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紧密
相连，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
2000年获奖的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001年获奖的王选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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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文，文的这部谈读书与治学的文集，主要是写给我这样的非社会学专业人士看的。
尽管对其中的有些观点有所保留.对有些倾向也不完全认同.但我阅读时仍旧兴致盎然。
对思想差异本身和差异产生原因的思索.通常是阅读乐趣的一个重要源泉。
虽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然而从本文集的字里行间中.我还是捕捉到不少新的人生感悟.回忆起某些早
以被淡忘的人生细节。
这也恰是读书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功能：借他人之阅世感受，丰富自身之短暂人生。
　　——张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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