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与人生

本书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哲学家贺麟撰写于抗战时期的论

文集，是贺麟先生前期思想的代表作。书中每一篇文字都是为中国当时迫切的文

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根据个人读书思想体验所得去加以适当

的解答，涉及人生、道德、教育、中西文化与哲学各个方面。这些解答所取的途

径，如从学派的分野来看，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洋康德、费希特、黑格

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篇中大都系亲切地自道所思所感和所体察到的新意思，以

与青年朋友们谈心论学。贺麟先生在书中注重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融合在

一起，相互吸收、补充。

作 者：贺麟著

索书号：B261-53 H317

馆藏地：文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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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史

本书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也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代表了中

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全书由序论和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古希

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第二部分，17、18世纪和启蒙运动；第三部分，18

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后对全书四个关键性美学问题专题研究。

作 者：朱光潜著

索书号：B83-095 Z845B5

馆藏地：文科馆 、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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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本书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一部编著最早的中国近代政治

史著作。所述内容起自鸦片战争，止于北伐战争，将这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

化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是列强入侵、新思想

酝酿的时代；第二个段落为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这是革命势力不断发展、满

清王朝最终覆灭的时代；第三个段落为民国成立到北伐战争，这是革命势力与

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的时代。作者详细阐述了各个段落中国政治中的重大事

件及其影响。史料之丰富，论述之详尽，实为其他同类书所不及。

作 者：李剑农著

索书号：D69 L184B2

馆藏地：文科馆 、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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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 : 

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

本书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在1975年-1977年间陈岱孙先

生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学做的经济学说史专题讲座的基础上编写的。共分为五

篇，前两篇主要阐述了增进国富的生产中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的问题；

第三篇讨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作者深刻的阐述魁奈天才般的尝试以及马克

思的功绩；最后一篇为流通学术以及经济危机学说，对1825年开始的危机论做

了重点研究。本书是研究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读书籍。

作 者：陈岱孙著

索书号：F091 C396B2

馆藏地：文科馆、北馆、法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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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

分配原理的研究

本书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之一。所讨论的和加以比

较的人类劳动方式有三种：第一，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劳动；第二，在不受限

制的个人竞争情况下进行的劳动；第三，互助合作的劳动。这三种人类劳动

方式的最后一种，也就是互助合作的劳动，在增加生产和保证人类幸福上优

于第二种个人竞争的劳动，而第二种又优于第一种的强迫劳动。

作 者：(英)威廉·汤普逊著；何慕李译

索书号： F014.4 T196B2 

馆藏地：文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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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哲学

本书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世界著名的丹麦语言学家奥

托·叶斯柏森的代表作，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几部语言学著作之一。作者从

人类社会的实际活动中研究人类的语言活动，运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研究语

言，阐述了语言学的基本原理以及语言学与逻辑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

的联系。书中充满独特见解。

作 者：(丹麦)奥托·叶斯柏森著；何勇译

索书号：H04 Y388B3

馆藏地：文科馆 、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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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理论 : 

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

本书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卢卡奇的

名著，从历史哲学论探讨了伟大史诗的诸形式。本书通过对史诗时代和现代

的分析、对比和对各种不同类型小说中主人公特点的集中褒贬评论，表达了

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史诗时代的怀念、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不满以及

对未来世界的思考、探索和憧憬。此外，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把时代看作是

史诗和小说的承担者，把小说视为“一个时代的史诗”，“我们时代的具有

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作 者：(匈)卢卡奇著；燕宏远 李怀涛译

索书号：I054 L784C2

馆藏地：文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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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人脑

本书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自动机（以电子计算机为代

表）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材料之一。原书是冯·诺意曼在1955- 1956年准备讲

演用的未完成稿。作者从数学的角度，主要是从逻辑和统计数学的角度，探

讨计算机的运算和人脑思维的过程，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书中的许多技术

推论带有预测性，尚待今后实验研究及进一步探讨才能判断其是否正确。

作 者：(美)约·冯·诺意曼著；甘子玉译

索书号：TP3 F498C2
馆藏地：文科馆 、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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