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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常识教育的意义 

 

对于大学本科学生而言，固然可以采取两种学习态度方式，一种为“任凭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

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汲取和消化教师精心备课所讲的精华内容，不贪多鹜得，而获得此一专业的基本理论知

识，并通过公正的考试评估等而获得相关文凭、资格证书，以为将来之入职获一可信之基本凭证。这种做法

便部分实现了本科教学的基本功能，学生这样的选择似乎也无可厚非。如果对学问有进一步的兴趣，以后则

可继续深造。另一种学习态度方式则相对要求高一些，而希望能够“登堂入室，窥其堂奥”，而不仅仅是

“赐墙及肩”，只能“窥见室家之好”，难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常言云，老师教的是一滴水，其实

却需要一桶水。这当然是针对教师来说的，但对于学生而言，却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一滴水，而必须探究这一

滴水之后的那一桶水。前述“三千弱水一瓢饮”，如果意指忠贞专一，固然美好，而如果涉及问学，却尤需

在学海里面遨游，不可小家子气。只有“曾经沧海”，才有阔大之胸怀气度和高远之眼光识见。因此，学生

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课堂教学和教科书，还必须大量阅读相关学科专业的乃至自己感兴趣的各种经典原著。 

所谓学问，同时亦是“问学”或“问而学”，讲究“学而思”，讲究“叩问”，师生之间固然亦可“大

叩大鸣，小叩小鸣”，而获得切磋砥砺的机会。但在一个老师要面对几十乃至几百个学生的大众教育时代，

师生之间很难获得这样耳提面命的机会或优待。另一方面，问学的前提还在于必须伴随着大量的阅读和知识

积累，否则便只是“思而不学则殆”，只是道听途说，并无自家积蓄，并且在和老师问学的时候，由于仅仅

是反刍教师咀嚼过的极少一部分，而往往说不到点子上，最后便不过是荒嬉度日，浑噩四年而无所得。那

么，要解决如上两个难题该如何呢？这同样离不开学生本身在课外的大量阅读。 

以上皆仅从专业学习而言，特别强调专业学习需要同时伴以课余的大量相关知识阅读。但专业学习只是

教育的一种功能，此外还有养成人格、促进独立思考之能力、培养共同生活或参与公共生活之情意与能力、

传承历史文化等多重功能，这些都离不开对各学科基本常识的阅读学习，即对蕴含、承继和体现了人类优秀

思想文化的人文、社科和科学等方面的基本常识及其经典文献典籍的学习和阅读。这其实便是“常识教育”

或通识教育乃至教育本身的最重要功能之一。质言之，常识教育牵涉到以下重大命题：培养健全人格，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传承人类社会的基本核心价值观，塑造基本社会共识；传承人类优秀思想文化学术；在传承

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和促进社会进步。 

换言之，常识教育的命意和专业化教育不一样，后者主要措意于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职业个体和技术官

僚，乃至于螺丝钉式的现代“部件人”（工具主义个体），或为学术而学术，为科技而科技，专意在促进专

业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有时甚至可能忽略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反思）。常识教育则着眼于人的全

面发展，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道德判断的自由个体，以及由此随之而来的普遍的人文精神氛围和社会公

共生活，抵御知识的异化、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与制度的异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福祉。 

另外，专业化教育往往着眼于知识的精深，常识教育则着眼于知识的基本、根本与全面，一为专家之

学，一为通人之学。但此一通人之学又不同于中国古代所谓的“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通人也”的通

儒硕学，或所谓的“大通人”（仍是相对而言），这显然只能要求极少一部分人。此处所谓的通人并非意味

着博闻广识，无所不通，事实上以人类有限的时间精力和智力水平而言，不可能做到“天上地下，无所不

知”的地步，而在于对涉及到人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常识的了解，尤其是涉及

到个体心灵生活和现代公共生活的最基本相关知识的掌握。换言之，通识教育或常识教育永远是与人类知识

水平和智力水平相对而言的，是对最核心、最重要的基本常识的教育与掌握。 

就此而言，常识教育或通人教育就是人的教育，旨在立人，培养基本的人，或所谓的“小通人”。专家

亦必须具备“小通人”的相关常识，即先成为基本自由个体，然后才是专家和成就专家之学。“大通人”则

不敢苛求所有个体，而且“大通人”亦可或亦须有一二专家之学，而有专家之成就业绩，或因专家而给自己

和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福祉。专家之学不必苛求所有个体，“小通人”之学却须人人具备，这便只能通过教



育，亦即普及的常识教育。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教育素质和水平，便决定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人及其生活的整

体品质和水平。（好的）教育兴，则国家兴。常识教育水平高，则人民安居乐业，自由幸福指数高，社会稳

定，国家繁荣昌盛。 

常识教育既着眼于人的个体福祉，又着眼于社会的共同福祉，并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作为——事

实上，也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思考才是有效的。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分则两败，合则两利。而将两者结合

起来的关键媒介，便在于对这种秉承和凝聚了人类最优秀思想文化精华结晶的各学科经典理论知识的常识教

育。当然，常识本身亦是值得分析拷问的一个概念，譬如，需要什么样的常识？谁的常识？常识是否会变

化？凡此种种等等。就此而言，常识教育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战略命题。 

但毫无疑问，好的常识都体现在人类思想文化的经典著作里面，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人类最聪明的头

脑，在继承和总结人类全体智慧的历史精粹的基础上，进行苦心孤诣的创造的成果，是个人创造，更是人类

文化的结晶。所以，无论我们必须对常识抱有何种的质疑，和需要对常识进行更深入的辨析拷问，首要的工

作却仍然是对各种经典著作和常识本身的阅读、学习和反思。就其具体做法而言，则要求我们一方面归纳整

理各种学问的经典理论知识，化零为整，予以经济而有效率的学习（这需要常识教育或通识教育的相关课程

体制安排，以及相关教科书、学术著作与课堂教学等的配合），另一方面更需要尽量多阅读各种基本经典原

著（课外阅读），而常识教育书目则能在此过程中为一助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

更远，走得更好。 

严格地讲，所有的学科门类和知识都是有价值和有用的，知识的存在或被创造出来，本来就是为了应付

和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或是应付和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此而言，所有的学科门类都可以归入到常识教育中

来。但这里仍须区分专业教育与常识教育。对常识教育而言，关注点尤其在与促进个体心理精神成熟和参与

共同或公共生活的情意能力，所以更多涉及到基本的人文常识和社科常识，以及一定的科学常识等，尤其是

基本的人文素养教育。因为人文素养看似无形无用，扪之而无形，扣之而无声，实际上则其声息都渗透、沉

淀和内化于个体的最深沉的精神情意之中，并在无形中巨大地影响了个体的生活和情感。一个人、一个社

会、一个国家，有无人文素养，以及人文素养高低如何，其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生活就会完全不一样。质言

之，常识教育或通识教育重点关注人的心智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公共生活，其他的专业之学等，则交由专业

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种种社会教育去完成。 

举例来说，哲学、文学等处理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历史学、考古学处理人与历史、事件、时间、

世界的关系（人与事之所从由来，或其渊源），心理学、宗教学等处理人与自己的关系、社会学、心理学等

处理人于他人的关系、政治学、社会学等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哲学等处理人与世界、宇宙的关系，

等等，缺一不可。又譬如，在现代社会，传媒日益成为影响所有人生活的重要因素，于是媒介素养教育也就

转而成为极为重要的基本常识了。这些基本学科和常识于人的生活都有其作用和价值，然而，在社会分化和

知识分化日益严重的当代社会，往往出现种种常识的欠缺，以及由此导致人与社会的种种问题。 

有意思的是，相对来说，传统中学或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整体性的，或采取整体主义的视角，而传统中国

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本来就是博雅教育，并且传统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并不大，或并不严重，所以在传统中

国，反而较少出现由于知识分化所导致的人的异化问题。但西学进来以后，或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后，这种情

况就有了巨大的改变：在中国，社会和现代学术同样都日益分化或专业化，在专业化和理性化的旗帜下，人

日益被割裂和异化为部分乃至碎片，并由此导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许多西方国家以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应对

这些流弊，但当今中国教育的文理分科的倾向，虽亦可以说是顺应理性化和专业化的时代潮流，却也在更大

程度上固化或加重了由于社会分化和专业分化，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问题。所以，在当今中国，尤其需要常

识教育。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更需要重新考量传统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更需要创设新时代的常识教

育，来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譬如，通过对文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宗教学以及社会学、政治学

等的基本常识的教育和学习，培养完整自足的人，培养独立思考和共同生活的意识能力，由此促进健康和谐

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 

正如上述，常识教育其实就是人的教育。事实上，大而化之，在现代社会，教育“也”——或“就”—

—必须首先是人的教育，其次才是其他种种教育，或其他教育功能的作用发挥。当然，关键还在于是培养什

么样的人，以及培养多少这样的人，等等。传统中国属于精英教育，现代社会有了实现普及教育的可能条

件，所以就必须是针对所有人的常识教育或博雅教育，即培养上文所说的普遍的“小通人”。事实上，如果

现代常识教育或基本教育不是针对所有人，教育往往就会失败。因为不完全的教育往往会造成基本价值观和

公共生活等的分裂和纷争，乃至严重的社会分化，譬如受过教育的与没有受到教育的人群之间的割裂和对立

等——当然，常识本身必须经得起诸如承继人类优秀文化、合法性等方面的拷问，不能强行思想统一和定于

一尊，而仍需在核心价值观之外遵循学术自由和文化多元化的原则。换言之，着眼于一个人或一小部分群体

的常识教育，终归有问题，因为仍有其他人并无此常识，或不承认和认可此一人或此一小部分人的常识，而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又无法不同这些人打交道，因此仍会生出种种争执冲突。所以，还要全社会都学好

了，个体的幸福生活才有希望，和平的共同生活和公共生活才有希望，人类才有希望。 

常识教育的理念与价值既如上述，常识教育的实施却仍需更多努力，这表现在教育体制、课程结构、教

材择取、师资培养等诸多方面。而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常识教育书目的编次，以使常识教育有所借鉴

取资和落实措手。甚至，常识教育书目于图书馆的基本图书配置方面，或亦不无资鉴和裨益，因为在现代教

育体制或文化传承体制中，图书馆的藏书与开放，同样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得益于现代文化出版传播事业的

发达，现代图书馆的藏书日益丰富，这当然增加了读者自由选择的空间，亦为民众摆脱可能的文化贫瘠状

态，以及破除可能的思想控制乃至愚民教育提供了可能，故功莫大焉。但与此同时，这也导致了另外一些问

题，比如，图书馆的藏书往往要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要么汗牛充栋，读者或初问学者每望洋兴叹，不得

其门而入，不知读什么书才好，这对目前的大学本科生而言尤其如此。因此，丰富有时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比如增加了选择的成本，有时甚至反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从而导致读者或学生可能“不读常见



书”，或没能选择最好的书、最合适的书以及最经典的书，而只读到了那些庸俗浅陋的书。取法乎上，仅得

其中，从而大大地影响了学习的效果。事实上，教学过程中，笔者每每碰到许多学生谈起这样的茫然之感，

并要我推荐阅读书目。 

鉴于此，常识教育书目的拟制诠次一事便一直萦绕于心。然而，自忖学殖孱弱，学业未成，每不敢贸然

着手，乃迁延至今。此外，有时又想：以一人之力，而为关乎亿万人之事，虽然亦壮亦悲，岂不是太不自量

力了？又有通儒硕学，哪里轮得到自己来指导读书？此又岂不是太狂妄自大了？另外，对许多学科并无博览

通识，也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如此，却都未尝改变心志。质言之，有情志焉！岂有悔哉！  

最后，关于书目编次体例，亦简要说明如下： 

书目主要遵循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次序，而大体分精读类和泛读类。传统中学大体仍按经史子集

的传统分类方式，而加一“小学、目录学、工具学”类；现代西学则按现代学术分科体系，而略分人文、社

科、科学等三大类——但出于传统与现代学术的巨大转换，亦将部分现代中国学术阑入。鉴于中国近现代学

术的巨大成就和重要性（比之于先秦诸子百家之本土思想的形成、东汉以来的引进佛学及其本土化这两大文

化高峰，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特辟“近代学术类”，亦有激励学子之意在焉。 

限于篇幅、时间和学养，仓促间诠次的本书目仍有许多缺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仍未兼

顾所有学科、专业门类，且未细化；第二，没有按照由浅及深的原则来编次，以便于学子循序渐进之学习；

第三，没有撰写相关“书目提要”，而为学子做进一步之指导。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技术细节方面的不足，此

皆将俟诸异日而另行补正。 

关于常识教育及其书目编次的想法已颇有年，但鉴于自身的学术积累尚多缺漏，故一直不敢造次。然此

事实意义重大，小则可嘉惠学子而予以治学之津梁，大则可新民、造就新的学术思想文化局面而促进中国学

术的整体进步，故急于作为之心，无时无刻不存焉。此次趁着编写全校性写作教材的机会，亦是主动建议加

入常识教育书目，以利于学子之择阅，并自告奋勇地做这一注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显然，思考尚未圆熟，

尚待自己进一步积累和思考，以及方家之指正。虽然，大道为公，而有责有志焉，知我罪我，吾皆坦然矣。 

  

  

  

第二部分：大学常识教育书目 

  

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或“中学”类： 

（一）经部或哲学思想类： 

（可选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理学丛书”、“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等版本） 

1、精读类： 

《周易》、“三礼”（《周礼》、《礼记》、《仪礼》，《仪礼》可不读）、《论语》、《孟子》、《近思录》（朱

熹）、《传习录》（王阳明）、《思问录》（王夫之）；《韩非子》。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及冯著《中国哲学简史》）。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明儒学案》（黄宗羲）、《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梁启超）、《经学历史》（皮锡瑞）；《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原儒》、《十力语要》、《体用论》、《论

六经》（熊十力）。 

《日知录》(顾炎武)、《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焚书》、《东塾读书记》、《国学概论》（章太炎）等。 

2、泛读类： 

《大学》、《中庸》、《孝经》、《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义证》(苏舆)）、《荀子》、《二程全书》(程颢、程颐)、

《朱子全书》(朱熹)、《朱子年谱》(王懋竑)、《朱子论学要语》、《朱子晚年定论》、《朱子语类》、《直讲李先生集》(李

觏)、《陆象山全集》(陆九渊)、《陈龙川集》(陈亮)、《叶水心全集》(叶适)、《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困知记》(罗钦

顺)、《王心斋先生全集))(王艮)、《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胡子衡齐》(胡直)、《颜氏学记》、《颜李遗书》(颜元、李

塨)、《戴东原集》、《王心斋先生全书》(王良)、《朱舜水遗集》(朱之瑜)、《李恕谷文集》(李塨)、《亭林文集》、《张子正

蒙注》(王夫之)、《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汉学商兑》(方东树)、《汉学师承记》(江藩)、《大同书》、《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史记探源》(崔适)、《章氏丛书》(章炳麟)、《国故论衡》、《东西方文化及哲学》、《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

同）。 

  

《论语》、《孟子》、《易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尹文子》、《慎子》、《公

孙龙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抱朴子》、《列

子》、《近思录》、《朱子年谱》、《朱子论学要语》、《传习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日知录》、《亭林文

集》、《明夷待访录》、《思问录》、《颜氏学记》、《东原集》、《雕菰楼集》、《文史通义》、《大同书》、《国故论

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著)、《清代学术

概论》(梁启超著)。（梁启超《国学必读书及其读法》之一：修养、应用思想史关系书类） 

  

《论语》(先读何晏《论语集解》、朱子《论语集注》)、《孟子》(先读赵岐注、朱子《孟子集注》)、《周易》(先读魏王弼

与晋韩康伯之《周易注》、朱子《周易本义》)、《尚书》(伏生所传之二十九篇宜熟读，注解用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先读毛传、郑笺及朱子《诗集传》)、《周礼》(先读郑玄注，可参阅孙诒让《周礼正义》)、《礼记》(汉郑玄

注)、《春秋左传》(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孝经》(唐玄宗注)、《尔雅》(郭璞注)、《说文解字》(汉许慎撰，清段玉裁

注)、《经学历史》(清皮锡瑞撰，近人周予同注)。（屈万里《初学必读古籍简目》之“经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二十二子》(包括:《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

《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



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四书》、《墨

子间诂》(孙治让)、《庄子集注》(郭庆藩)、《荀子集注》(王先谦)、《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春秋繁露义证》(苏舆)、

《周礼》、《论衡》(王充)、《抱朴子》(葛洪)、《四十二章经》、《佛教遗经》、《异部宗轮论述记》(窥基)、《大方广佛华

严经》(东晋译本)、《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般若纲要》(葛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玄类译)、《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鸠摩罗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

《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中论》(鸠摩罗什译)、《三论玄义》(吉藏撰)、《大乘起信论》(伪书)、《大乘起信论考证》(梁

启超)、《小止观》(一名《童蒙止观》，智颇撰)、《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疏)、《大慈恩寺三

藏法师传)(慧立撰)、《华严原人论》(宗密撰)、《坛经》(法海录)、《古尊宿语录》、《宏明集》(僧佑集)、《韩昌黎集》(韩

愈)、《李文公集》(李翱)、《柳河东集》(柳宗元)、《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明儒学案》(黄宗羲)、《直讲李先生

集》(李觏)、《王临川集》(王安石)、《二程全书》(程颢、程颐)、《朱子全书》(朱熹)、《朱子年谱》(王懋竑)、《陆象山全

集》(陆九渊)、《陈龙川集》(陈亮)、《叶水心全集》(叶适)、《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困知记》(罗钦顺)、《王心斋先

生全集))(王艮)、《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胡子衡齐》(胡直)、《高子遗书》(高攀龙)、《学蔀通辨》(陈建)、《正谊堂

全书》(张伯行编)、《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日知录》(顾炎武)、《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张子正蒙注》(王夫之)、

《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俟解一卷噩梦一卷》(王夫之)、《颜李遗书》(颜元、李塨)、《费氏遗书》(费密)、《孟子字义

疏证》(戴震)、《章氏遗书》(章学诚)、《章实斋年谱》(胡适)、《崔东壁遗书》(崔述)、《汉学商兑》(方东树)、《汉学师承

记》(江藩)、《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史记探源》(崔适)、《章氏丛书》(章炳麟)。（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之二“思想史之部”） 

  

（二）史部或史学类： 

（可选中华书局的“中华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古典译注丛书”等版本） 

1、精读类： 

《尚书》、《左传》（参读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和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史记》、《汉书》、《后汉

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参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东周列国志》（历史演

义）；《史通》、《文史通义》、《考信录》、《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四库全书史部提要》；《中国文化史导

论》、《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钱穆）、《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中国法律思想

史》（杨鸿烈）；《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中国通史》（傅乐成著，七卷本）、《剑

桥中国史》；《中外历史年表》、《中国历史地图集》、《历代职官表》。 

  

2、泛读类： 

《国语》、《战国策》（《战国策释文》）、《逸周书》、《竹书纪年》、《吴越春秋》（东汉·赵晔）、《越绝书校

注》、《列女传》（汉·刘向）、《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读史方舆纪要》、《十驾斋养新录》（钱大昕）、《续

资治通鉴》(清·毕沅)、《明史纪事本末》(题清·谷应泰撰)、《三朝北盟会编》、《蒙古秘史》、《蒙古源流》、《站赤》、

《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七国考》、《大唐创业起居注》，《明实录》、《清实录》、《东华录》、《新疆事略》、

《台湾通史》、《历代史略》、《华阳国志》、《国榷》、《罪惟录》、《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诸番志校注》

（冯承钧）；《春秋会要》、《贞观政要》、《元典章》、《清会典》、《通典》（唐·杜佑）、《通志·二十略》（宋·郑

樵）、《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史通》；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顾颉刚

主编《古史辨》1－7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治史三书》（严耕望）；《挥麈录》、《太平御览》、《册

府元龟》。 

  

《史记》(汉司马迁撰。可读三家注本，日本学人泷川龟太郎之《史记会注考证》，最宜初学)、《汉书》(汉班固撰，其妹

班昭续成之。初学可读唐颜师古注及清王先谦补注)、《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初学可读清王先谦集解)、《三国

志》(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资治通鉴》(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续资治通鉴》(清毕沅撰)、《明史纪事本

末》(题清谷应泰撰)、《国语》(旧题周左丘明撰，吴韦昭注)、《战国策》(汉刘向编集，汉高诱注)、《宋元学案》(清黄宗羲

撰)、《明儒学案》(清黄宗羲撰)、《考信录》(清崔述撰)。（屈万里《初学必读古籍简目》之“史部”） 

  

《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战国策》、《周礼》、《考信录》(崔述著)、《资治通鉴》、《续资

治通鉴》(毕玩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廿二史札

记》、《二十二史考异》、《国朝先正事略》、《读史方舆纪要》、《史通》、《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梁启超

《国学必读书及其读法》之二：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三）集部或文学类： 

（可选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版本） 

1、精读类： 

《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郭茂倩编)、《陶渊明集》、《世说新语》、《汉魏百三家集本》（或王闓

运《五代诗选本》）、《唐宋八大家文抄》、《唐才子传》、《搜神记·唐宋传奇集》（鲁迅辑本）、《唐诗三百首》、《宋

诗精华录》、《绝妙好词》、《元曲精华》、《古文观止》、《正续古文辞类纂》、《骈文类纂》、《六朝文絜》、《聊斋志

异》、《阅微草堂笔记》（纪昀）、《三通：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冯梦龙）；《山海经》（袁珂，《山海经校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文心雕龙》、《诗品》。 

  

2、泛读类： 

    《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

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唐百家诗选》(王安石



选)、《宋诗钞》(吕留良钞)、《清真词》(周美成)、《淮海词》(秦观一)、《樵歌》(朱敦儒)、《稼轩词》(辛弃疾)、《后村

词》(刘克庄)、《白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词》(王沂孙)、《梦窗词》(吴文英)、《西厢记》、《琵琶记》、《牡丹

亭》、《窦娥冤》、《桃花扇》、《长生殿》；《二十四诗品》、《六一诗话》、《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王国维)、

《苕溪渔隐丛话》(胡仔)、《词苑丛谈》(徐釚)、《语石》(叶昌炽)、《书林清话》(叶德辉)、《广艺舟双揖》(康有为)、《剧

说》(焦循)；《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 

  

《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

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诗宜用李

壁注本)、《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宋诗钞》(吕留良钞)、《清真词》(周

美成)、《醉翁琴趣》(欧阳修)、《东坡乐府》(苏轼)、《屯田集》(柳永)、《淮海词》(秦观一)、《樵歌》(朱敦儒)、《稼轩

词》(辛弃疾)、《后村词》(刘克庄)、《白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词》(王沂孙)、《梦窗词》(吴文英)、《西厢记》、

《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梁启超《国学必读书及其读法》之三：韵文书类） 

  

《楚辞》(汉刘向编集。初学可读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注本。如能再参阅朱子《楚辞集注》及清戴震《屈原赋注》，则更

佳矣。)、《陶渊明集》(晋陶潜撰。初学可读清陶澎《陶靖节集注》)、《李太白诗集》(唐李白撰。读者可取元杨齐贤集注、萧

士赟补注本)、《杜工部集》(唐杜甫撰。初学可读清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及杨伦《杜诗镜铨》)、《韩昌黎集》(唐韩愈撰。

初学可读宋廖莹中所辑注者)、《白氏长庆集》(唐白居易撰)、《文选》(梁萧统编，初学者可读李善注本)、《文心雕龙》(梁刘

勰撰。可读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屈万里《初学必读古籍简目》之“集部”） 

  

《诗经集传》(朱熹)、《诗经通论》(姚际恒)、《诗本谊》(龚橙)、《诗经原始》(方玉润)、《诗毛氏传疏》(陈灸)、《檀

弓》(《礼记》第二篇)、《春秋左氏传》、《战国策》、《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朱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

可均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编)、《古文苑》(章樵注)、《续古文苑》(孙星衍编)、《文选》(萧统编)、《文心雕

龙》(刘姆)、《乐府诗集》(郭茂倩编)、《唐文粹》(姚兹编)、《唐文粹补遗》(郭麟编)、《全唐诗》(康熙朝编)、《宋文鉴》

(吕祖谦编)、《南宋文范》(庄仲方编)、《南宋文录》(董兆熊编)、《宋诗钞》(吕留良、吴之振等编)、《宋诗钞补》(管庭芬等

编)、《宋六十名家词》(毛晋编)、《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刻)、《强村所刻词》(朱祖谋编刻)、(太平乐府》(杨

朝英编)、《阳春白雪》(杨朝英编)、《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

学书目》之三“文学史之部”） 

  

（四）子部或杂学类： 

（可选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理学丛书”、“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

等版本） 

1、精读类： 

 《老子》、《庄子》（《庄子集注》(郭庆藩)）； 

《大乘起信论》、《小止观》(又名《童蒙止观》，智颇撰)、《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宏明集》(僧佑集)、《高

僧传》、《续高僧传》、《六祖坛经》。 

《尚书·禹贡》、《尔雅》、《山海经》、《水经注疏》、《徐霞客游记》、《元和郡县图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梦溪笔谈》、《颜氏家训》、《困学纪闻》、《武经七书》、《九章算术》、《茶经》（唐·陆羽）；《洛阳牡丹记》（宋

·欧阳修）；《乐府杂录》（唐·段安节）；《林泉高致》（宋·郭熙）；《棋经十三篇》（宋·张拟）；《通艺录》、《癸

巳类稿》（以上但按兴趣浏览即可）。 

  

2、泛读类： 

《墨子》（《墨子间诂》(孙治让)）、《荀子》（《荀子集注》(王先谦)）、《韩非子》、《吕氏春秋》、《新序》（汉·

刘向）、《孙子》、《管子》、《商君书》、《尸子》、《晏子春秋》、《列子》、《贾谊新书》、《盐铁论》、《论衡》(王

充)、《抱朴子》(葛洪)、《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文中子》、《公孙龙子》、《尹文

子》、《鬼谷子》、《颜氏家训》、《黄帝内经素问》、《山海经》、《阴符经》 （以上为诸子书）。 

《淮南子》（《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周易参同契》、《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太上感应篇》、《悟

真篇》（以上为道家书）。 

《四十二章经》、《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梵网

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坛经》、《华严

经》、《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般若纲要》(葛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玄类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

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中论》(鸠摩罗什译)、《三论玄

义》(吉藏撰)、《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撰)、《华严原人

论》(宗密撰)、《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慧立撰)、《法苑珠林》、《六度经集》、阿含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

《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以上为佛教书）。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续神童诗》、《幼学故事琼林》、《治家格言》、

《家诫要言》、《增广贤文》、《心相编》、《女儿经》、《声律启蒙》、《小儿语》、《续小儿语》、《女儿经》、《女小

儿经》、《弟子职》、《弟子规》（以上为蒙书类，可参阅:《中国古代蒙书精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水经注》、《文心雕龙》、《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慧立撰)、《徐霞客游

记》、《梦溪笔谈》、《困学纪闻》、《通艺录》、《癸巳类稿》、《东塾读书记》、《庸庵笔记》(薛福成)、《张太岳集》

(张居正)、《王心斋先生全书》(王良)、《朱舜水遗集》(朱之瑜)、《李恕谷文集》(李塨)《鲒琦亭集》(全祖望)、《潜研堂

集》(钱大昕)、《述学》(汪中)、《洪北江集》(洪亮吉)、《定庵文集》(龚自珍)、《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胡文忠公



集》(胡林翼)、《苕溪渔隐丛话》(胡仔)、《词苑丛谈》(徐釚)、《语石》(叶昌炽)、《书林清话》(叶德辉)、《广艺舟双揖》

(康有为)、《剧说》(焦循)、《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梁启超《国学必读书及其读法》之五：随意涉览书类） 

  

《荀子》(周荀况撰。初学宜读清王先谦《荀子集解》)、《韩非子》(周韩非子撰。初学可读近人王先慎《韩非子集

解》)、《墨子》(旧题周墨翟撰。初学可读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吕氏春秋》(旧题秦吕不韦撰。初学可读今人许维通

《吕氏春秋集释》)、《老子》(旧题周李耳撰。初学宜读魏王弼注)、《列子》(旧题周列御寇撰。初学宜读晋张湛注》、《庄

子》(旧题周庄周撰。晋郭象注，初学可读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屈万里《初学必读古籍简目》之“子部”） 

  

（五）文献目录学及小学类： 

1、精读或重点类： 

《书目答问》（张之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目录学研究》（汪辟疆）；《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说文通训

定声》(朱骏声著)、《说文释例》(王箔著)、《经传释词》(王引之著)、《古书疑义举例》(俞樾著)、《康熙字典》、《文通》

(马建忠著)、《经籍纂话》(阮元著)；《佩文韵府》（多作工具书之用，不苛求通览）。 

  

2、泛读或了解类： 

余嘉锡著，《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汪辟疆著，《目录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王欣夫著，《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孙钦善著，《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2月第一版 

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目录编》，齐鲁书社，2001年9月第一版 

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张之洞著，《书目答问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一版 

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 

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2000。『蓬莱阁丛书』系列。 

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程千帆 / 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济南：齐鲁书社，2001。 

陈垣，《校勘学释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程千帆 / 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济南：齐鲁书社，1998。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2001。『蓬莱阁丛书』系列。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附：公历•回历），北京：中华书局，1999。 

《辞源》（修订本•凡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张传玺 / 杨济安，《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杨树达，《词诠》，北京：中华书局，1978。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著)、《说文释例》(王箔著)、《经传释词》(王引之著)、《古书疑

义举例》(俞褪著)、《文通》(马建忠著)、《经籍纂话》(阮元著)。（梁启超《国学必读书及其读法》之四：小学书及文法

书类） 

  

《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书目答问》(张之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汇刻书目》(顾修)、《续汇刻书目》

(罗振玉)、《史姓韵编》(汪辉祖)、《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历年名人年谱》(吴荣光)、《世界大事年表》(傅运

森)、《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李兆洛)、《历史纪元编》(陆承如)、《经籍纂诂》(阮元等)、《经传释词》(王引

之)、《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一“工具之部”） 

  

  

二、中国近现代学术类： 

（一）精读类： 

1、丛书类： 

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醒狮丛书”（有关近代思想史）、上海远东出版社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河北教育出版

社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刘梦溪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莱阁丛书”、“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有

关近现代学术史、思想史等名著）、上海书店的“民国丛书”（都是学术经典，按兴趣选择阅读）、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

书”（有关文史知识的名家介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包罗万象的“新

世纪万有文库”。 

  

2、人物类： 

（1）晚清人物：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王韬、严复、谭嗣同、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容闳、黄遵宪、龚自珍（以

上晚清人物）。 

（2）思想文史学术人物：梁启超、孙中山、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严复、谭嗣同（陈天华）、宋教仁、黄兴、杨



度；胡适、陈独秀、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马相伯（创办震旦、复旦、辅仁等三所著

名大学，天主教徒）、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张荫麟、张东荪、雷海宗、鲁迅；宋恕、邓实、黄节；牟宗三、唐君毅、徐

复观、贺麟、余英时、殷海光、林毓生、张灏、杜维明；陈寅恪、钱穆、王国维、陈垣、吕思勉、汤用彤、柳诒徵、廖平、邓

广铭、杨树达、尚钺、韩儒林、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吕振羽、胡厚宣、罗振玉、郭沫若、夏鼐（以上史学文化人物）、

伍廷芳、顾维钧、晏阳初；杨文会（杨仁山）、欧阳渐（欧阳竟无）、吕澂、印光、虚云、太虚、圆瑛、周叔迦、巨赞、李叔

同（弘一法师）（以上佛教文化人物）。 

（3）文学人物：鲁迅、钱锺书、老舍、张爱玲、巴金、萧红、周作人、胡兰成、沈从文、苏曼殊、林纾、辜鸿铭、吴

宓、林语堂、张恨水、徐訏、蔡东藩、徐枕亚、李涵秋、周瘦鹃、包天笑、梁实秋、冯文炳废名、卞之琳、戴望舒、穆旦、徐

志摩、曹禺、郑振铎、朱光潜、宗白华、郭绍虞。 

}  

3、著作类： 

（1）《孙中山年谱长编》、《梁任公年谱长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独秀文存》、熊十力的《读经示要》、

《鲁迅全集》、《乡土中国》（费孝通）、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

统的现代诠释》、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魏源的《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严复的《天演

论》、谭嗣同的《仁学》、张之洞的《劝学篇》、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容闳的《西学东渐记》、陈独

秀主编的《新青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以上为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醒狮丛书”）；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龚自珍的

《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廖平选集》（巴蜀书社）。 

（3）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金岳霖的《知识论》、熊十力的《体用论》、冯友兰的《贞元六书》、

《三松堂自序》、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钱穆的《国学概论》、《现代中国学术

论衡》、《中国文学论丛》、《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上诸书均

见“钱穆作品系列”）、《徐复观文集》、钱锺书的《管锥篇》和《谈艺录》 

（4）《期望中国》、《通过孔子而思》、《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孟子心性之

学》、《生民之本》、《中国人的幸福观》、《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先贤的民主》、《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早期

中国“人”的观念》、《中国思想之渊源》、《儒家的困境》、《儒教与道教》。 

（5）侯外庐主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陈青之的《中国

教育史》、梁思成、林徽因的《中国建筑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

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人

大版）、雷海宗的《中国的兵》、吕思勉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

文选》（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舒芜等编选的

《近代文论选》，王运熙主编的《中国文论选》；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

学史》。 

（6）轻松阅读类：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欧游心影录》、《郭嵩焘等使西日记六种》、《胡适留学日记》、蒋梦

麟的《西潮-新潮》、《蒋廷黻回忆录》、【美】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赵元任的《从家乡到美国》；唐德刚的《袁

氏当国》、《晚清七十年》、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汪荣祖的《走向世界的挫折》、吴组湘的《晏阳初传》、李欧梵的

《铁屋中的呐喊》；《党人三督传》、《李宗仁回忆录》、《李烈钧集》、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张荫麟的《素痴集》、

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马相伯集》、《弘一法师年谱》、《梁巨川遗书》、《傅雷家书》、《中国绅士》（费孝通）、

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梁漱溟的《中国人：理性早启的人生》、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

养》、罗家伦的《中国人的品格》、《余英时访谈录》；许倬云的《历史大脉络》、《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万古江

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许倬云观世变》、《从历史看管理》和《从历史看组织》、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潘雨廷先生谈话录》、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福泽谕吉自传》、《甘地传》；冯梦龙的《情史》、《二刻拍案惊

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赛珍珠的《大地》（题材有关中国社会，获

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二）泛读类： 

1、丛书类： 

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国

学大师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专题史系列丛书”（有关传统思想文化史等）；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

书”、岳麓书社的“海外名家名作”。 

  

2、人物类（略）： 

3、著作类（略）： 

  

  

三、现代学术或西学类： 

（一）哲学及思想史类： 

1、精读类： 

（1）古希腊古罗马类： 

A、丛书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华夏出版社的“经典与解释”等。 

B、著作类： 

《理想国》、《会饮篇》、《裴洞篇》、《美诺篇》、《申辩篇》、《费德洛篇》、《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



篇》、《智者篇》、《泰阿泰德篇》（柏拉图）、《形而上学》、《论灵魂》、《尼各可伦理学》、《政治学》、《修辞

学》、《诗学》、《工具论》、《物理学》、（亚里斯多德）、《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菜园哲人伊壁鸠鲁》、《西

塞罗三论：老年、友谊、责任》、《西塞罗文集：政治学篇、修辞学篇等》（中央编译出版社）、斐洛的《论凝思的生活》；

《伊利亚特》、《奥德修纪》（荷马）；《希腊罗马名人传》、《道德论丛》《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著）、古罗

马爱比克泰德的《生活的艺术：通往幸福、快乐与美德之路》、《爱比克泰德论说集》、古罗马普罗提诺的《九章集》、古罗

马的塞涅卡的《哲学的治疗》、古罗马皇帝马可-奧勒留的《沉思录》、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哲学规劝录-哲学的慰

藉》（古罗马）；《欧里庇得斯悲剧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周作人翻译）；希罗多德的《历史》（波斯战争）、修昔

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贺拉斯的《诗艺》、李维的《罗马史》、

奥维德的《变形记》、塔西佗的《历史》、《编年史》、《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地方志》。 

  

（2）其他西方经典哲学著作： 

《西方哲学史》（罗素、梯利，其中，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笔优美，并获得了195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哲学问题》

（罗素）、《哲学史教程》（文德尔班）、《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以上四本书可对照阅读）。 

《权力意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性的、太人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尼

采）；《非此即彼》、《致死的疾病》、《十八训导书》、《恐惧与颤栗》、《爱之诱惑》（克尔凯廓尔）；《自由的哲

学》、《论人的使命》、《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俄罗斯思想》、《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精神与实在》、《末世论形

而上学》、《文化的哲学》、《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别尔嘉耶夫）；帕斯卡的《思想录》。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判断力批判》。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休谟的《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英国艾耶尔的《二十世纪哲学》。 

  

2、泛读类： 

培根的《新工具》、霍布斯的《利维坦》、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形而上学的沉思》）、斯宾诺莎的《伦理

学》、洛克的《政府论》与《人类理解论》、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论》、《人类理智新论》与《单子论》、孟德斯鸠的《波

斯人信札》与《论法的精神》、休谟的《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与《论道德与政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

基础》、《政治经济论》、《爱弥尔》与《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

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实践理性批判》、《权利的科学》、《判断力批判》与《永久和平论》、杰伊、麦迪逊、

汗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联邦文集》、《美国宪法》《独立宣言》）、边沁的《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小逻辑》、《历史哲学讲演录》与《自然哲学》、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与

《悲观论》、孔德的《实证哲学》、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

《论妇女的屈从》与《自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与《自传》、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与《瓦尔登

湖》、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宗教经验的类型》与《实用主义》、尼采

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体系说》、《快乐的知识》、《曙光》、《偶像的黄昏》、《悲剧的诞

生》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精神分析引论》、《文明及其不满》、《精神分析引论续篇》等、杜威的《我们怎样思

维》、《民主与教育》等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理论物理学方法论》与《物理学的发展》、维特根斯坦的《逻辑

哲学论》、《哲学研究》、伯特兰•罗素的《逻辑与知识》、杜威的《哲学的改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与《路标》、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下）》、彼得•科斯

洛夫斯基的《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央编译出版社）。 

奥古斯丁的《论教师》、《忏悔录》、《上帝之城》与《论三位一体》、阿奎那的《基督教箴言隽语录》与《神学大

全》、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 

  

  

（二）文学类： 

1、西方文学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国民公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什么是艺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神秘的陌生人》；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爱玛》；司汤达的《红与黑》、《巴马修道院》；拜伦的《唐璜》；《蒙田

随笔选》、《瓦尔登湖》、西班牙格拉西安的《处世的艺术》、《漫评人生》、房龙的《音乐简史》等。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等。 

  

2、诗歌类： 

（1）重点推荐诗人： 

波德莱尔、雪莱、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吉皮乌斯、兰波、里尔克、索德格朗、马拉美、纪伯伦、勃洛克、阿米亥、

叶芝等（以上为外国诗人）。 

  

（2）可选读： 

《乔伊斯诗全集》、《狄兰·托马斯诗选》、《切·米沃什诗选》、《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保罗·策兰诗文

选》、《伊凡·哥尔诗选》、《耶胡达·阿米亥诗选》、《里尔克诗选》、《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卡瓦菲斯诗集》、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W·S·默温诗选》、《聂鲁达诗选》、《叶芝诗集》、《索德格朗诗全集》、《博尔赫斯诗

选》、《吉皮乌斯诗选》、《曼德尔施塔姆诗选》、《美洲译诗文选》、《非洲现代诗选》、《格雷戈里·柯索诗选》、《沃

伦诗选》、《勃洛克抒情诗选》、《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波普拉夫斯基诗选》、《特兰斯特罗默诗选》、《阿蒂拉·尤

若夫诗选》、《菲利普·拉金诗选》、《英国当代诗选》、《二十世纪冰岛诗选》、《梅利尔诗选》、《保尔·艾吕雅诗

选》、《彼得·霍恩诗选》、《鲁文·达里奥诗选》、《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古米廖夫诗选》、《英美十人诗选》、

《二十世纪英语诗选》、《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以上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的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可选读）。 

其他诗人：《万物静默如斯》（辛波斯卡诗歌）、科恩的《渴望之书》（诗歌）、谷川俊太郎的《天空》、《我的孤独是

一座花园》（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荷尔德林文集》、卡佛的小说、诗歌等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中国诗人作品精选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西方诗人作品译丛、漓江出版社的“大师诗选”、上海

译文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亦包括大量诗人的译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诗歌丛书”。 

  

3、中国现代文学类： 

（1）重点篇目： 

《狂人日记》、《阿Q正传》（鲁迅）；《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骆驼祥子》、《离婚》、《月牙儿》、《断魂

枪》（老舍）；《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生死场》（萧红）；《家》、《寒夜》（巴金）；《边城》、《长河》、

《丈夫》、《萧萧》、《三三》 、《湘行散记》（沈从文）；《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张看》等（张爱

玲）；《围城》（钱锺书）；《京华烟云》等（林语堂）；徐訏的《鬼恋》、《风萧萧》、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 

  

（2）浏览篇目（略）： 

  

4、中国当代文学类（略）： 

  

5、文学理论类： 

卫姆塞特·布鲁克斯著，颜元叔译，《西洋文学批评史》，台湾志文出版社，六十一年一月（1972年） 

[美]韦勒克著，刘象愚选编，《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翻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第一版 

[美]雷·韦勒克著，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共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R·韦勒克著，丁泓、余微译，《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年1月第一版 

[丹麦]勃兰兑斯著，李宗杰译，《19世纪文学主流》（共6册），人民文学出版 

[美]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 

李泽厚，《 美学三书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三）历史哲学及史学理论类： 

1、西方历史哲学类： 

（1）精读类： 

[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6月 

[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 

[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9月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2月 

[英]尼尔·弗格森著，丁进译，《未曾发生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美]伊格尔斯著，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法国]柏格森著，吴士栋译，《时间和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8月第一版 

[德]李凯尔特著，涂纪亮译，《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 

  

（2）泛读类： 

[英]波普尔(Popper, K.)著，何林、赵平等译，《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F·R·安克斯密特著，《当代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的二难抉择》，参见：《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当代西方史学

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法]保罗·利科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4月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逊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6月第一版 

[英]罗素著，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美]唐纳德·R凯利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三联书店，2003年1月第一版 

[美]古奇著，《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10月第一版，1997年5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一版 

[美]W·J·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英]威廉·德雷著，王炜、尚新建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88年1月 



[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

一版 

[俄]别尔嘉耶夫著，张雅平译，《历史的意义》，学林出版社，2002年6月 

[德]威廉·狄尔泰著，艾彦、逸飞译，《历史中的意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月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 

孔德(Comte, A.)著，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 , 1996年 

孔多塞(Condorcet, M. J. C.)著，何兆武等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三联书店，1998年5月 

维科(Vico, G. B.)著，朱光潜译，《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89 

库恩(Kuhn, T.)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斯特劳斯(Strauss, L.)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翻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法]保尔·利科著，王文融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三联书店，2003年4月第一版 

[英]格鲁内尔著，隗仁莲译，《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美]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 

[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 

[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彭刚校，《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德]狄尔泰著，童志奇、王海鸥译，《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 

S·肯德里克等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英]汤因比著，刘北诚、郭小凌译，《历史研究》（单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英]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9月-1963年1月版 

[英]丹尼斯·史密斯著，周辉荣等译，《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法]勒鲁瓦·拉迪里著，杨豫、舒小昀、李霄翔译，《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英]彼得·伯克著，姚朋等译，刘北成校，《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英]迈克尔·曼著，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英]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 

[德]伊格尔斯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绍特韦尔(James T.Shotwell)著，何炳松译，《西洋史学史》，参见：《何炳松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王晴佳译，《历史主义的由来及其含义》，《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德]兰克著，柳卸林译，《论十九世纪》，参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 

[德]于尔根·科卡著，景德祥翻译，《20世纪下半叶国际历史科学的新潮流》，《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1期 

[美]海登·怀特著，陈恒译，《旧事重提：历史学是艺术还是科学？》，参见：“世纪中国”网站：

http://www.cc.org.cn/zhoukan/guanchayusikao/0301/0301241006.htm 

韩震、孟鸣歧著，《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哲学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罗凤礼著，《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王建华编，《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黎澍主编，《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 

张广智著，《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反省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 

韩震、孟鸣歧著，《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 

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吴于廑、齐世荣等主编，《世界史》（六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 

韩震著，《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黄进兴著，《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陈启能著，《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1期 

  

2、中国史学理论类： 

（1）精读类： 

《中国史学史纲》（瞿林东）。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唐〕刘知几，《史通》。  

〔汉〕司马迁，《史记》。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一)（台北：三民，1998）。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二)（台北：三民，1998）。 

《 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 》（李泽厚，三联书店） 

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北京：中华书局，2003。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 

  

（2）泛读类（略）： 

  

（四）心理学类： 

1、心理学精读类： 

戈尔曼的《情商》、《社会性动物》、《情感历程》、罗洛·梅的《爱与意志》、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积极心理

学——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此书实际可归入管理学）、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心理学：探索人类的心灵》（江苏教育出版社）、《认知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北京

大学出版社）、《进化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变态心理学与心理治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尔格德心

理学》、《儿童发展》（江苏教育出版社）、安德鲁-杜布林的《心理学与人际关系》、《非暴力沟通》、《现代心理学史》

（江苏教育出版社）、《心理学统治世界》、《单向度的人》、《奢侈病》、《心灵、自我与社会》。 

《积极心理学——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积极组织行为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格林伯格的《组织行为

学》（江苏教育出版社）、赛里格曼的《真实的幸福》、《认识自己》和《活出最乐观的自己》、《改变，从心开始：学会情

绪平衡的方法》、《承认不完美的自己，心灵才自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活在当下》、《九型人格》（华夏出版

社）、津巴多的《害羞心理学》、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 

《性心理学》、《亲密关系》、《生理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爱欲与文明》、《爱与意志》、弗洛姆的《爱

的艺术》、《二十世纪性史》、布雷姆的《亲密关系》、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

学》、《性别心理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谈话疗法：东西方心理治疗的历史》、麦克里奥德的《心理咨询导论》、《如何成为心理治疗师》、《当事人中心治

疗》、《个人形成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超越感觉：批判性思考指南》、《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认知盈余》、《问题解决心理学》、《像心理学

家一样思考》、《心理学带你走出思维误区》、雷曼的《逻辑的力量》、《心理学批判性思维》。 

  

编者按： 

1、《梦的解析》暂时可以不看，不妨先读霍妮、弗洛姆、罗洛·梅、阿德勒、弗兰克尔、沙利文、埃里克森、马斯洛、荣

格、罗杰斯等人的书，譬如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生命之爱》《逃避自由》《爱的艺术》；阿德勒的《超越自卑》《生命

对你意味着什么》；罗洛·梅的《心理学与人类困境》、《人的自我寻求》；霍妮（有时也译作荷妮）的《神经症与人的成

长》、《我们的内在冲突》；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等。 

2、“20世纪西方心理学大师述评”这一套书虽然都是中国学者写的介绍性的书，却非常适合初学者，不妨选其中几本一

看。浙江教育出版社的“20世纪心理学通览”一套书中亦颇有一些好书，价格也合理，可选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来也

颇出版了相当一批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可关注。 

  

2、东方心灵文学类： 

《呻吟语》、《菜根谭》、《了凡四训》；蒋维乔、袁了凡等的《禅定入门》、虚云的《禅修入门》、《观呼吸》、《正

见》、《西藏生死书》；《爱与寂寞》、《关系的真谛》（印度）、斯里兰卡德宝法师的《八正道》。 

  

3、其他类： 

（1）20世纪心理学通览：浙江教育出版社 

第一辑书目： 

[德]冯特，《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论稿》 

[英]麦独孤，《社会心理学导论》 

[瑞士]罗夏，《心理诊断法》 

[德]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德]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 

[俄]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 

[美]华生，《行为主义》 

[美]桑代克，《人类的学习》 

[美]卢文格，《自我的发展》 

[英]巴特莱特，《记忆》 

[美]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 

[德]闵斯特伯格，《基础与应用心理学》 

[美]黎黑，《心理学史》 

  

第二辑书目： 

[美]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 



[美]托尔曼，动物和人的目的性行为 

[美]韦纳，人类动机：比喻、理论和研究 

[美]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 

[美]凯根，发展的自我 

[英]斯尔皮曼，人的能力 

[美]安娜斯塔西，心理测验 

[英]铁钦纳，系统心理学：绪论 

[美]戈尔恣坦，机体论 

[美]凯利，个人结构心理学 

[美]威尔逊，论人性 

[德]阿道诺等，权力主义人格 

[美]米勒，人格与心理治疗 

[美]吉布森，知觉学习与发展的原理 

[德]苛勒，人猿的智慧 

  

（2）20世纪西方心理学大师述评丛书 

彭运石，《走向生命的颠峰——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葛鲁嘉、陈若莉，《文化困境与内心挣扎：霍妮的文化心理病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 

熊哲宏，《心灵深处的王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 

刘翔平，《寻找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的意义认知治疗学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张爱卿，《放射智慧之光：布鲁纳的认知与教育心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乐安国，《从行为研究到社会改造：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常若松，《人类心灵的神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 

郭永玉，《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弗罗姆的人本精神分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 

李其维，《破解“智慧胚胎学”之谜：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 

杨韶刚，《寻找存在的真谛：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 

江光荣，《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罗杰斯的人本心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朱新明、李亦菲，《架设人与计算机的桥梁：西蒙的认知与管理心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高申春，《人性辉煌之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申荷永，《充满张力的生活空间：勒温的动力心理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 

高峰强、秦金亮，《行为奥秘透视：华生的行为主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3）德瑞姆·国家职业心理咨询丛书 

第一辑： 

[美]阿洛伊等著，汤震宇等译，《变态心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人类的性存在》 

《心理咨询导论》 

《心理咨询师手册》 

《心理咨询的技巧和策略》 

《团体咨询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辑： 

[英]西蒙诺维兹等著，《人格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谈话疗法：东西方心理治疗的历史》 

《如何成为心理治疗师》 

《心理测验》 

  

（4）培文书系·心理学影印系列： 

[美]舒尔茨等著，《人格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索尔索等著，《认知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心理学：大脑，人，世界》 

《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 

《心理学史：观点与背景》 

《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实践》 

《社会心理学》 

《语言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 

《心理学与生活》 

《发展心理学：婴儿、孩童与青春期》 

《心理测量》 

《终身发展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中文翻译版：心理学系列 



《社会心理学》 

《心理学的邀请》 

《投资心理学》 

  

（5）中国心理学会推荐使用教材·英文原版影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性别心理学》 

《语言的发展》 

《变态心理学与心理治疗》 

《教育心理学》 

《西尔格德心理学》 

  

（6）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弗兰克尔精神分析译丛： 

探索潜意识(深层分析的新途径) 

未知的自我 

心灵考古：潜意识的社会史（一） 

文明：乌托邦与悲剧(潜意识的社会史 二) 

性革命的失败 

道德的基础：关于道德概念的起源和目的的研究 

  

霍妮：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弗洛伊德：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性欲三论 

论文明 

梦的解析 

论艺术与文学 

精神分析导论讲演 

论宗教 

  

弗罗姆： 

逃避自由 

生命之爱 

健全的社会 

被遗忘的语言 

  

阿德勒： 

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理解人性 

未发现的自我 

  

（7）心理自助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无聊与兴趣》 

《成功：解读童话》 

《内心枷锁》 

《个性：命运交响曲》 

《女人自恋：渴望承认》 

《乐趣与负罪感》 

  

（8）其他： 

[美]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毕尔格，《主体的退隐》，南京大学出版社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 

科恩，《自我论》，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 

Shelley,《自我与人格结构》 

萨特，《自我的超越性》，商务印书馆 

[美]克莱德·克鲁克洪等著，高佳等译，《文化与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 



阿德勒，《挑战自卑》，华龄出版社 

萨洛韦，《天生反叛》，江苏人民出版社， 

埃米尔，《天才与性格》，广东人民出版社 

[美]艾布拉姆森，《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自由及其限度》，辽宁大学出版社 

萨福安，《结构精神分析学：拉康思想概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詹姆斯，《强者的诞生》，陕西人民出版社 

霍尔，《无声的语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莫里斯，《亲密行为》 

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 

洛克，《夜间思维：关于我们为什么会做梦以及如何做梦的最新科学观点》，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奥兹本，《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伯格森，《材料与记忆》，华夏出版社 

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上海文艺出版社 

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 

[美]阿什福德等著，《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学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爱与意志》，国际文化出版社 

  

  

（五）宗教类： 

可阅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宗教学译丛”（黑色封皮）、“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白色封皮）、四川人民出

版社的“宗教与世界丛书”、上海三联书店的“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基督教经典译丛》等。 

《宗教人类学导论》（[英]菲奥纳•鲍伊）、《宗教社会学史》（[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宗教心理学导论》（[英]

麦克•阿盖尔）。 

  

（六）社会科学类（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华夏出版社的“社会学译丛-经典教材系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

“世纪前沿”（主要为社科类西学）、“世纪文库”（主要为人文类西学）、“东方编译所译丛”等（主要为政治学、国际关

系学等当代西学）、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人文社会科学）、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罗伯特议事规则》、《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民主与不信任》。 

美国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重庆出版社）、《法律与社会》、《文化人

类学》（华夏出版社的“社会学译丛-经典教材系列”）、巴兰西等的《教育社会学》（人大版）。 

《为什么做个好人很难？伦理学导论》、雅克-蒂洛等的《伦理学与生活》、梯利的《伦理学导论》。 

  

（七）社会学类： 

1、一般精读类：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三联书店版 

[美]鲁思·华莱士，[英]艾莉森·沃尔夫著，刘少杰等译，《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美]乔治·瑞泽尔著，谢立中等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乔治·瑞泽尔著，《古典社会学理论》（英文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帕特里克·贝尔特著：《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刘训练等译，《大众的反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美国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 

《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重庆出版社） 

  

2、“社会（心理）学或群体心理学”精读类： 

[美]埃利奥特•阿伦森著，郑日昌等译，《社会性动物》，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美]罗伯特•K•默顿著，《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8月北京第一版 

[美]第默尔•库兰著，丁振寰、欧阳武译，《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长春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奥]威尔海姆·赖希著，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刘训练等译，《大众的反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版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佟德志、刘训练译，《革命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等译，《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 

[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 

[美]埃里克·霍弗著，梁永安译，《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弗洛伊德著，《论文明》，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3月版（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3、生物社会学类： 

[美]摩尔根Morgan，T.H.著，芦惠霖译，《基因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美]威尔逊著，《社会生物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德]库尔特•拜耳茨，《基因伦理学: 人的繁殖技术化带来的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 

[法]阿尔贝•雅卡尔，王大智译，《差异的颂歌：遗传学与人类》，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 

  

4、知识分子研究类： 

[美]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4月第一版 

杰弗里·C·戈德法布著，杨信彰、周恒译，《“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波兰]弗·兹纳涅茨基著，郏斌祥译，《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美]卡尔·伯格斯著，李俊、蔡海榕译，《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美]艾尔文·古德纳著，顾晓辉、蔡嵘译，《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其他：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知识分子的鸦片 

俄国思想家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 

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 

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 

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 

知识分子的背叛 

公共人的衰落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 

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 

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 

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三卷本） 

  

5、中国人情社会学类： 

《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观念与行为》、《中国人的素质》、罗素的《中

国问题》、林语堂的《中国人》、《华人本土心理学》、《如何研究中国人》、《中国人的自我》、《中国人的孝道》、《如

何理解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社会资本》（[美]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

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泛读类（略）： 

  

（八）人类学类： 

1、精读类： 

[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著，鲍雯妍，张亚辉等译，《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华夏出版社，2005年9月第

一版 

[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著，刘珩等译，《什么是人类常识》，华夏出版社，2005年10月北京第一版 

[美]尤林著，《理解文化》，北大出版社，2005年版 

[美]古塔、弗格森编著，骆建建等译，《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英]罗伯特·莱顿著，蒙养山人译，《他者的眼光》，华夏出版社，2005年7月 

[英]巴纳德著，王建民等译，《人类学历史与理论》，华夏出版社，2006年1月版 

[英] 拉德克利夫-布朗著，《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美]墨非(Murbhy,Robert F.)著，《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 

[英] 雷蒙德·弗思著，《人文类型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gy》，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法]马塞尔·毛斯著，佘碧平译，《社会学与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美]斯特拉森著，《人类学的四个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毛斯著，佘碧平译《社会学与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美]马歇尔·萨林斯著，《甜蜜的悲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英] 奈杰尔·巴利著，《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版 

弗雷德里克·巴特著，《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列维·斯特劳斯著，《忧郁的热带》，三联书店，2005年版 



[美国]马歇尔·萨林斯著，张宏明译，《土著如何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   

[英]爱德华·B·泰勒著，《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泛读类： 

《发现我们的过去——简明考古学导论》、《人类学与现代生活》、《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忧郁的热带》、《过去的声音》、《神圣的性生活》、《阅读过去》、《神圣的饥饿》、《嫉妒的制陶女》、《种族与历史-

种族与文化》、《谣言女神》、《银翅》、《尼加：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神话与政治之间》、《文化论》（华夏出版

社）、《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进步及其问题》、《金枝》、《洁净与危险》、《出非洲记》、《华夏边缘》。 

  

（九）政治学类（国际关系学、行政管理学）： 

1、精读类： 

阿尔蒙德的《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罗斯金的《政治科学》、《政治学的核心概念》、邓宁的《政治学说史》、

希尔的《欧洲思想史》、《西方世界的兴起》、詹姆斯·多尔蒂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杰维斯的《国际政

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费勒尔-海迪的《比较公共行政》。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86年 

[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英]约翰·麦克里兰著，《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  

[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 

[美]尼古拉斯·亨利著，项龙译，《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美]罗伯特·丹哈特著，项龙等译，《公共组织理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英]亚等·斯威夫特著，萧韶译，《政治哲学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 

[英]苏珊·马克斯著，方志燕译，《宪政之谜：国际法、民主和意识形态批判》，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10月第一版 

[美]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著，张定准等译，《政治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英]亚等·斯威夫特著，萧韶译，《政治哲学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任军锋等译，《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

版 

  

2、泛读类（略）： 

  

（十）法学类： 

1、法理学： 

（1）精读类： 

A、丛书类：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美国法律文库”和“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清

华大学出版社的汉语法学文丛。 

  

B、著作类： 

《法理学》（庞德，五卷本）、《法律与革命》（伯尔曼）、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考夫曼、哈

德默尔的《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题》、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法律帝国》与《自由的

法》、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凯尔森是《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拉德布鲁赫的《法学导论》

与《法律智慧警句集》。 

  

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亨利·梅里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西南政法学院印行，1983年。 

勒内·达维德：《英国法和法国法》，潘华舫、高鸿钧、贺卫方译，中国政法大学印行，1984年版。 

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高鸿钧、贺卫方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中国法制史类（包括法律思想史）： 

（1）精读类： 

杨鸿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1998年影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展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九年 

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上、下册）》，据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影印，上海书店，1990年版 



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陈顾远著，《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 

戴炎辉著，《中国法制史》，三民书局，西历1966年 

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2003年版 

王伯琦著，《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潘树藩编纂，《中华民国宪法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杨幼炯编，《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5月版 

吴经熊等，《中国制宪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沈家本著，《历代刑法考》（全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程树德著，《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西历1960年 

[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2）泛读类（略）： 

  

（十一）经济学类： 

1、精读类：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上下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哈耶克相关作品、熊彼

特的《经济分析史》、凯恩斯的《国富论》与《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费雪的《利息理论》、

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张五常的《卖橘者言》与《佃农理论》、希克斯的《经济史理

论》、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与《西方世界的兴起》；美国巴里-诺顿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王国斌的《转

变的中国》、吴承明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2、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类： 

《公共选择》、《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不确定性的合法性》、《社会科学中的

数理基础及应用》、《制度与行为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与认知科学》、《决策、不确定性和大脑》、马卢克普的《制度行

为经济学》（人大版）、《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行为经济学及其应用》、《策略思维》、《行为经济学新进展》、

《囚徒的困境》、《决策与判断》、《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卡比等的《思维》（第七版）、《经济行为与制度》、《经济

学中的规则和选择》。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与《企业的性质》；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卖桔者

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与《经济解释》；阿尔钦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

伯利、米恩斯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 

  

3、泛读类（略）： 

  

（十二）新闻传播学类（媒介素养教育）： 

1、精读类： 

[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著，刘海龙译，《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美]W•兰斯•班尼特著，杨晓红、王家全译，《新闻：政治的幻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英]布赖恩·麦克奈尔著，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法]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等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英]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著，栾轶玫译，《英国新闻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美]新闻自由委员会，展江等译，《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一版 

[美]唐·R·彭伯著，张金玺等译，《大众传媒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2、泛读类（略）： 

  

（十三）教育学类： 

1、精读类： 

[美]W·阿普尔等著，黄忠敬等译，《国家与知识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美]迈克尔·W·阿普尔著，黄忠敬译，《意识形态与课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美] 迈克尔·W·阿普尔著，曲囡囡等译，《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美]迈克尔·W·阿普尔等主编，侯定凯译，《教科书政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美]约瑟夫·费瑟斯通等著，王晓宇等译，《见证民主教育的希望与失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美]保罗·弗莱雷著，顾建新等译，《被压迫者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美]丹尼尔·坦纳 劳雷尔·坦纳著,《学校课程史》,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年3月； 

[日]佐滕正夫著,钟启泉译，《教学原理》,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年5月； 

[美]小威廉姆，E.多尔著,王红宇译，《后现代课程观》,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年9月； 



[英] 玛利·亨克尔，布瑞达·里特主编, 《国家、高等教育与市场》,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年6月； 

[美]约翰·E. 丘伯、泰力·M.默著,蒋衡等译，《政治、市场和学校》,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年1月；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1993年版 

徐雉著，《中国学校课程沿革史》，太平洋书店，1929年版 

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颖之编著，《中国近代留学简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5月第一版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潘懋元、刘海峰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陈元晖主编，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泛读类（略）： 

  

（十四）科学类： 

1、可参考书目：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的“科学与人译丛”（科普作品）、东方出版社的“知识与社会译丛”（有关科学社会学）、吉林人

民出版社的“哈佛科普译丛”（有关当代科学思想等）、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第一推动力丛书”（有关当代科学理论

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有关科学社会学等的一套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科学素养文库-科学元典丛书”（红色封皮，有关现

代科学的原典著作）。 

  

2、部分书目： 

《世界科学技术通史》、《超越时空：通过平行宇宙、时间卷曲和第十维的科学之旅》、《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

《生命的壮阔》；《牛顿传》、《技术与风险》、《超弦》、《理解宇宙》、《心智的进化》、《阿基米德的报复》、《追寻

逝去的时间》、《天空中的圆周率》、《薛定谔传》、《西方科学的起源》（以上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科学与人译

丛”）。 

《科学史》（丹皮尔）、《生命科学史》、《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统治》、《时

间简史》、《数学：确定性的丧失》、《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基因论》、《薛定谔讲演录》、《狭义与广义相对论

浅说》、《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北大出版社的“科学素养文库-科学元典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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