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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再论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的界标 
——兼答方酉生先生2003年 ……………………………………刘 绪（213） 
一六 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2002年 ……………………………陈 淳（225） 

中编 当前文明起源研究的虚骄之风 

一七 评当前文明起源研究的虚骄之风 
——序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2001年 …………………………刘起釪（239） 
一八 古史辨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2003年 ……………………王新勇（281） 
一九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2001年 ……………………袁 征（295） 
二○ 如何正确理解“层累造史”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李锦全（305） 
二一 对信古、疑古、释古说的重新认识2001年 ……………………张 越（313） 
二二 重新认识古书辨疑2002年12月24日 …………………………熊铁基（321） 
二三 我看顾颉刚的“疑古”2002年 ……………………………………叶林生（325） 
二四 我看古代传说的“质素、核心”2002年 …………………………叶林生（337） 
二五 历史是怎样造作出来的？ 



——初期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民俗研究2003年 ……………竹元规人（353） 
   
下编  克服影响创新的文化障碍 

二六 克服影响创新的文化障碍2002年9月20日………………………李鸿志（365） 
二七 科学创新离不开解放思想2002年6月14日………………………秦伯益（367） 
二八 清除浮躁之风，倡导科学道德2002年4月10日 …………………邹承鲁（369） 
二九 主编瘾和广告热2001年4月25日…………………………………王曾瑜（377） 
三○ 空头主编满天飞 
——《煞风景的考证之一》的续貂2002年 ………………………王曾瑜（381） 
三一 读李学勤主编之《标点本十三经注疏》2002年 ………………野间文史（383） 
三二 评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2003年 ……………………谢 济（409） 
三三 评裘锡圭《评〈殷虚卜辞综述〉》2003年 …………………………谢 济（423） 
三四 伪科学的来源和学者的辨伪使命2001年 
…………………………………………………王宁 邹晓丽 王海棻（443） 

三五 论民族主义2001年 ………………………………………以塞亚·伯林（451） 
三六 自由并非强权恩赐而来 
   ——回答何家栋先生的批评2001年 ……………………………王小东（467） 
三七 对于“民族融合”话语环境的反思2002年 ……………………麻 阳（473） 

三八 金谷治前辈来信…………………………………………………金谷治（489） 
三九 关于《甲骨文合集补编》李学勤序的郑重声明2003年3月15日 
…………………………………………………………………谢 济（491） 

·附录一· 

一 地下材料也需要辨伪 
——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十2003年……………………………吴 锐（493） 
二 评对夏史“文献史料没有太多好探讨”说 
——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十一2001年…………………………吴 锐（505） 
三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辨伪一则 
——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十二2001年…………………………吴 锐（535） 
四 “特别的机会”与“取材困难”说辨伪 
——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十三2003年…………………………吴 锐（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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