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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选十二篇论文是不只是居有传递知识之功，而更有表达观念和思想的深意，而且是以深刻的论
述、严谨的逻辑、富有理趣或明朗的文字传达出来的，读后让人提升境界，满口余香。
这些文章遍布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其中一些篇什以举重若轻之力容括了一部皇皇大作的内涵。
阅读它们，将花费少少许，收获多多许。
如高尔泰、袁行霈、孙立平、张文木的论文就是这样。
重点推介的十四部书《歌德谈话录》、《齐人物论》、《历史是什么？
》、《光荣与梦想》、《万历十五年》、《太平杂说》、《论语》、《理想国》、《理想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历史深处的忧虑》、《通往奴役之路》、《国富论》、《如何
阅读一本书》，也不是拣到篮子里就是菜。
第一，这一次的“拣”不只是我个人所为，还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和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推荐；第
二，有意识地从文、．史、哲、政、法、经和读书方法方面去“拣菜”，古今、中外、史论都有顾及
；第三，基本上是经典，有些是多学科交叉的经典，有些还是与中国现实紧密相关或能给予中国现实
某种照应的经典，其中只有两本国人的著作《齐人物论》、《太平杂说》还不是经典，但它们是挑战
经典文本或经典说法的近年来的“经典”之作，其训练大学不可或缺的求异思维和批判精神将功莫大
焉；四、尽可能挑“好读”者，即内容不要太艰深，文字不要云山雾罩、弯弯绕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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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名家读书体验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冯友兰　　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
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
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当时我也说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
我不知道陆平的方针是不是受我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创见，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有涉
及到我。
　　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
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夺了政权以后，把光绪皇帝在变法的时候所行的新法都作废了，只有京师大学堂继
续存在下来。
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
跟着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在他的签押房里看见过当时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用木板红字印的，有好
几大本。
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只记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经科”。
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例如“尚书门”、“毛诗门”等。
在本科之外，还设有通儒院，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吧。
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
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
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当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们传说中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
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
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
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
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据我推测，他并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因为教务长
主要是管教务行政，而总教习是管学术方面的事，约略等于现在大学里管业务的副校长。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的一位权威。
他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
他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
他在直隶（今河北）做官，在地方上办了些新式的学校。
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
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曾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不见。
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站在吴汝纶的门外（一说是跪在卧房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只
好答应了他的邀请。
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
张百熙答应了。
不料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死了，竟没有来得及到京师大学堂就任。
吴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我们学生听了，都很感于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
聘请名师的精神，和吴汝纶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
　　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过些别
人。
我于一九一五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
文科学长是夏锡祺。
当时的学系称为“门”。
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
原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了，有些分配到文科各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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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
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
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
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
。
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
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说，现在做官
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
车、姨太太。
又说，现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
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
你要改“良”为“娼”吗？
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
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
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拖着辫子来讲课。
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说，他在讲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
一次竟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
又曾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
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
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
我还听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赞成一夫多妻制，曾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
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用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
那时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
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
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
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为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他的轶闻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
假。
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俩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
，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
一凶宅。
”又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
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又比方说，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请
客）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这个学生所谓的客已经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
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
的账上，黄侃一听，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走吧。
　　在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尊敬的教授，叫陈介石（黼宸），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
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
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侂胄翻案，说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了君父之仇，只有
韩侂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
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好多浙江人也听不懂。
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发出来，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
非常之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
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
好在他写的跟讲义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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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段落。
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说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有点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说
话成为多余的了。
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一九一六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死了，同学们都很悲
伤。
　　马夷初（叙伦）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宋学”。
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
学长夏锡祺不知从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夷初。
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
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没发讲义，我们对他就有点怀疑。
去了好几天，才发出三页讲义。
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
我们一看，都说这不像一个现代人所说的话。
那时候我当班长，同学们叫我去找学长，说这位先生不行，请换人。
学长说，你们说他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
我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
学长说，讲义怎样讲错了，也得有个理由。
我回到班里一说，同学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
这位先生的讲义只有油印的三页，我们一下子就写了十几条理由，可以说把它批得体无完肤。
我送给学长。
学长一看，也无话可说，只问：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我说是我们自己写的。
学长说，等我再看看，不过有一条：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学校解
决。
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我找去说，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你们可以当
堂同他辩论。
我说，学长讲过，不许我们对他直接有所表示。
学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
我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学校讽令他辞职，他不肯，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
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原来他连《宋元学案
》都没有见过。
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也狼狈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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