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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术精神
作者：徐葆耕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本书是在1997年出版的《释古与清华学

派》一书基础上增订修改而成，包括作者对

清华学派和清华学术精神研究的最新成果。

全书分四个部分、深入阐述了清华学派的形

成过程和三个“会通”的主要特点以及对

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清华学人的个案研究。

本书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清华人文学术精

神”课程的参考教材，适合于高等院校作为

人文素质教育的参考教材使用，也可供对清

华学人及学术有兴趣的读者研读。

英若诚（1929-2003年），我国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导演、翻译家、政治家，曾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建院成员。他在话剧《龙须沟》、《雷

雨》、《茶馆》中扮演过重要角色，1979年把老舍的《茶馆》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1983

年他又将美国当代著名作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译成中文，并与米勒合作将其

搬上北京人艺舞台，同时在剧中成功塑造了主角威利·罗曼。他参加演出并导演了30多部话

剧、10余部电影和电视剧，同时还翻译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著作，被

誉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十名中国艺术家之一”。                                                        

该书是英若诚晚年的一本自传，作为自传，有些特殊。上部为《蹲监狱》，直接从“文

革”经历讲起，表面看起来细致甚至琐碎，像是旧时帝王的“实录”，然而文字背面，传达

给读者的不仅是英老困苦中的乐观精神，更是留史料于后世的责任和对于特殊历史事件的反

思。全书将这部分放在开篇的用意，于编者大概是想强调越是动荡的、黑白颠倒的混乱时代

越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品质，因为英老说要“鄙视绝望，拥抱希望”，正如处于同一时期的诗

人写下的“相信未来”，一样是“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炉台”，一样是“灰烬的余烟叹息着

贫困的悲哀”，大地一样的凄凉，然而因为一样的品质，坚持着“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而于英老或许更想突出那个不寻常的年代，那些不应该被人为选择放弃的历史记忆！本书中

部为《家族史及早年教育》，下部为《职业生涯：艺术和政治》，以英老的经历为主线，源

于生活，处处流露出真挚的情感，足足的人情味道，跃然纸上的是一位心软软的、暖暖的绅

士，博学却平易，娓娓道来。

正如英达在序中提到的，英氏家族中“优秀代表有英敛之、英千里和英若诚等人，他们幸

运或不幸地把家族的命运和近代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各自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和舞台上演

出了自己的华彩段落。”本书书名取自唐代诗人杜甫之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知人者智

——《人物志》解读

作者：王晓毅

中华书局

2008年3月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解读我国惟一一部流传至今的人才学理

论著作《人物志》的知识读物。作者王晓毅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

授，从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就潜心研究《人物志》。为了让当代读者

更好地了解《人物志》这部奇书，作者分别从四个方面来介绍本

书：1、从该书形成的历史背景、作者生平、图书形成的过程和流传

的历程，让读者对该书有一个历史的认识；2、从该书的写作方式和

写作内容方面进行了精辟的介绍；3、对原文进行校注和译解；4、

集中介绍了该书形成的社会思潮背景。并在附录中集中了刘邵和该

书版本的原始资料。 本书是了解我国古代人才观的较好的入门书，

对于企业和单位管理人员也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水流云在
英若诚自传
作者：英若诚，康开丽

中信出版社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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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文化
作者：帅石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6月

汽车文化涵盖的内容非常宽广。从广义上来讲，

凡是在汽车发明、设计、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一

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称为汽车文化。一般地，

可以将汽车文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汽车直接相关

的文化，如汽车发明、汽车造型、汽车运动、汽车品

牌、车标、汽车美容、汽车改装、汽车技术，以及在

汽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名人轶事和名车等；另

一类是汽车衍生出来的文化，如汽车消费、汽车驾

驶、汽车管理等。本书主要对汽车本身涉及到的相关

文化进行描述，重点介绍汽车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车史文化、造型文化、名人文化、名车文化、车标

文化、赛车文化以及技术文化，使读者在了解和掌握

汽车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对汽车的兴趣和爱好，提

高对汽车的鉴赏能力。

全球新闻传播史
（公元1500-2000年）第二版

作者：李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3月

这部《全球新闻传播史》，在前人的研究基础

上，力图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

著作里揭示的一系列“全球化”命题为指导，同时吸

取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理论，针对全球新闻传播

的历史演化、社会动因、专业背景、内在逻辑及发展

趋势等，展开全面系统而不失深入细致的分析，点面

结合、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以期勾画一幅有

机的而非机械的、整体的而非割裂的、联系的而非分

离的全球新闻传播史，从而既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

必要的学术支撑，又为我国新闻传播界积极应对全球

化的挑战和机遇提供科学的历史参照。

挺起胸来
——清华大学百年体育回顾（上）

编著：叶宏开，韦庆媛，冯茵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本书系统梳理了清华百年体育历程，通

过科学家、工程师、教授等的经历和体育轶

事，阐述了清华体育传统在培养人才过程中

的作用，介绍了马约翰、蒋南翔等对清华大

学体育的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百年清华

丰富多彩的学生生活及教育特色。写作风格

活泼，兼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适合

教育工作者、体育工作者、清华校友及对清

华大学感兴趣的各界人士阅读。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
作者：许倬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

本书由六大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主题

组成：以“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开篇点

题，以“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归宗结

尾，中间就“明清中国之转变”、“近代

中国的知识分子”、“台湾近百年来的变

化”、“近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变”

等四个主题分别作具体论述。作者在论述

中，对“启蒙的夭折”、“知识分子与教

育”以及有关台湾的三个历史阶段等诸多小

主义题作了独到的发挥，见解深刻，体现了

许倬云先生一贯的文化大中国理念和人文普

世价值重建的信心。 

跨越百年: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
作者：尹鸿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

本书近距离地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

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

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阅读此书有助于我们

更深入地分析和思考中国电影的发展规律和

前景，更完整地理解中国电影转型的复杂性

和挑战性，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

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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