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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个史学家在历史风云中的起落与沉浮；一个个科学家在追求真理中的执着与奋争；一个个文学家
在艺术探求中的选择与爱恨；一个个教育家在理想抱负中的迷茫与清醒。
当一种文明以高贵的姿态来表达；当一种财富以精神为载体来呈现，我们对此除了怀着一种对文化传
承的责任感外，还有一种对那些精神和文明创造者的崇高敬仰。
正是从这样的基本动机出发，在秉承学术成就和道德垂范的双重标准下，我们精心选取了从北京大学
和清华大学走出的科学、教育、文化、历史四大领域里做出杰出贡献的“名家”。
他们多为学校的资深教授和中国院士，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大家”的传奇人生予以浓缩，并在介绍他
们的学术贡献及成长过程的同时，还着力铺叙他们所亲历的时代风云，以期借助他们的慧眼看历史之
风云，观科技之发展，览艺术之璀璨，感教育之影响。
将他们的风采整理成束予以集体亮相，无疑成全了广大读者对于精神巡游的期待。
回望那些民族大义与人生命运的相互关联，启示着人应该怎样活着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细心整理中，一个人文的脉络日渐清晰，我们发现，不同领域的“名家”却那么惊人地相
似：外表朴素而内心高贵；胸怀天下而波澜不惊，。
他们那么朴素真实地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却关注着全民族的命运：他们的研究似乎离生活很远，却
引领着全民族、全人类的进步。
长期以来的研究与探索，早已让他们习惯了从容和淡定的生活。
然而，在自我领域纵横驰骋的卓越成就，早已不顾他们个人的低调，将其彻底暴露。
作为文明的标杆，他们让文化和精神近乎立体化，那么生动，那么具象——有着时代烙印的理想抱负
，有着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书卷气，当然还有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中国后留给中国读书人的“格
物致知”的理念。
望其项背，可以真切的感受到：站起来的不仅是身体。
还有永远屹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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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名家视界书库丛书”之一，不仅是讲述了文学名家的人生经历，展示精神风范的窗口，以反
省个人与时代、科学与人文为重大主题，诠释人生的真谛，掘取文明的碎金，更成为广大读者精神食
粮的仓储。
不仅如此，穿插其间的大量历史资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更是将这些“名家
”们所处的那个真实的时代背景予以复原，展现出了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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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1903年到1919年去世，是刘师培从事学术研究的17年。
钱玄同认为，刘师培之学“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
，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
嫜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
期趋于循旧。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本，江苏古籍
出版社1997年重印，第28页)。
综观刘之著述，确有钱说之特征，钱之分期应属不易之论。
刘师培著述所及，涉猎甚广，方面甚多，但最能体现其国学研究成就的，当为小学、经学和校勘学，
其余政治思想和论古今学术思想则为具有时代特色之作。
小学系语言文字之学，清人将其视为研究经学的基础，故经学家大都精通小学，不过他们多集中精力
专治一二部书，如研究训诂者，以《尔雅》为主；研究文字者，以《说文》为主；研究声韵者，以《
广韵》为主。
刘师培的小学研究则不像前人这样狭窄，他强调：“训诂者。
研究字义之学也；文字者，研究字形之学也；声韵者，研究字音之学也。
必三者俱备，然后可以言小学。
”(刘师培：《芷名隅论》，《左盒外集》卷六，《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417页)。
可见他从事小学研究是主张汇合义、形、声三者来探讨的。
刘师培的经学研究前后期差别较大。
前期以实事求是之精神解经，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汉儒经说，但不专以此自限。
刘氏世传《左传》，自然以古文为宗，刘师培也不例外，但他并非那种一味拘泥固守的经师，而是倡
为“通儒之学”。
需指出的是，他不排斥今文经说，仅只限于经说本身，认为可与古文经说并行不悖，而对今文家视古
文经为伪造以及孔子托古改制之说则持反对立场。
他曾撰《汉代古文学辨诬》、《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等文，批驳廖平之《今古学考》和康有为之《新
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除了兼采今文说外，他对宋元明人之经说也不一笔抹杀，能看到它们的长处。
刘师培后期的经学研究与前期相比较颇有不同，基本特点是转向笃信汉儒经说。
他曾言及惠栋之学是“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
”这句话恰可概括其后期的经学著述。
在这些著述中，《左传》和《周礼》之研究是重点。
《左传》研究自是秉承家学，但他并未继父祖之业去完成《左传旧注疏证》，而是转而研究自身所曾
提倡过的一个课题——《左传》之“例”，撰成《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古例诠
微》、《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春秋左氏传例略》等一系列专著，把家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他之看重《周礼》，除因《周礼》与《左传》相关且在古文经上极其重要外，还因在四川讲学时受到
廖平的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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