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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史学票友”深入浅出谈历史，历史学的睿智与生机、生活的温润与鲜活尽呈笔端。

2. 邓小南、罗志田、梁其姿联袂推荐。

“知识分子论丛”推荐：

※《新天下主义在当代世界》（崛起的中国，需在儒家思想的烛照中转向世界。许纪霖、刘擎、周濂、秋风⋯⋯共同阐释当代儒

家精神）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知识分子论丛第12期，王汎森、许纪霖、许章润、金观涛、刘擎、崇明⋯⋯共同寻求“现代中国

”） 

 

内容简介

《生活的史学》是浸淫历史学术领域多年的青年学者孙明所撰写的历史阅读随笔。作者坐在历史的边缘，带着生活的感觉，以“

半学术”的水平和心态看历史、看历史书、看历史学家，以亲切活泼的语言，将晦涩、学术的历史书籍，介绍给读者，并表达作

者自己对历史的想法。作者认为，真诚的历史观念应是来自实际的生活经验，正是不断变化的生活形塑着个人对历史的看法，生

活与史学实为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作者简介

孙明 

1979年生，辽宁北镇人。 

1997年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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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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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历史源自生活，史学是生活的印记。历史学的睿智与生机，蕴藉于温润鲜活之中。
本书由若干书评汇聚而成。洋溢在作品中的敏锐感知、通透思维、隽永涵义、灵动笔触
，将读者带入贴近生活而又充实丰盈的学术境界。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这是一本独特而有趣的小书。作者受过较好的历史学专业训练，复以“史学票友”自处
，过着“见之于行事”的生活，自由地出入史学，说书、论世、知人，方能如此通达开
朗、趣味盎然。他由此提出“生活的史学”，虽不是严谨的理论概括，却点出了史学中
一个重要的面向，亦是人生的一种可能。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孙明不靠研究历史谋生活,是历史学界的损失。然而他这本书以优美的文笔让读者直接体
会到历史写作中的生活成分,却不是每个职业史学工作者都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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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世界，乱作一团
演到《兔》这一则，刘佩琦有点儿“滞”，倒是那个男旦，一头一尾两段《玉堂春》，
透着股子邪性劲儿。“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根据老舍先生的五个短篇小说改编的《老舍五则》问世后在香港艺术节首演，文学顾问
舒乙，导演林兆华，主演刘佩琦，可说是一时之选。老舍会写旧社会，他眼光毒，看在
肯节儿上，能把百姓生活写出历史来而又不显得抽象、矫情，所以历久弥新。就拿这次
改编的五个短篇来说，《柳家大院》写家庭，一百块大洋“买”来的媳妇不忍公公、小
姑子和丈夫的欺凌，悬梁自尽；《也是三角》也是写家庭，两个拜把子逃兵决定组建家
庭，却无钱各自娶妻，只得合娶一个，“小两口”的事儿变成了“小三口”的事儿，兄
弟情在欲望中挣扎；《断魂枪》是市井传奇，“五虎断魂枪”只能嫡传，不教徒弟，遂
以失传告终；《上任》讲官匪一家，治安稽查官乃是由匪而来，黑白互补而又对峙；《
兔》中的小陈要由票友“下海”成为职业男旦，周遭都是对他心存暧昧的男人，他把妹
妹嫁给楚总长作九姨太换来开张的钱，楚总长却更喜欢他。旧中国以“乱象”为基调，
这些故事今天看来都是乱得可以的片断。长辈和晚辈、男人和女人、官和匪、美和丑、
善和恶，秩序让位于现实，现实乱作一团。这戏看得我心寒，因为它们拼在一起，断片
而又互相说明着、隐喻着、留白着，终于使我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不安起来。
《柳家大院》中，贫苦市民老王给洋人当花匠，就自认为是“文明人”，借着自己的差
事让女儿二妞上学，二妞成了“文明”的学生后欺负起嫂嫂来更加理所应当。末了，算
命先生将这家庭的苦难和罪恶归于“文明”。当新事物传入中国终致引发社会秩序的异
动时，往往不是理想中“现代化”的“进步”，而是新旧因素在社会、思想乃至身份符
号的多个层面嫁接出无穷多的面相，权力从旧秩序中溢出后的紊乱、竞争和怨恨如影随
形，痛楚远多于欢欣。老王、二妞还是穷人，但街坊已经感觉大杂院搁不下他们这些“
文明人”了。新靠山的倚恃加上旧伦理中“多年媳妇熬成婆”的传统，媳妇的死成了时
代之殇。但遇到亲家赔偿的要求，老王一下子就被打回原形，嫁祸邻里，还是“穷人肝
火大”的做派。在新旧淆乱的时代中，到底是旧伦理借着新权势而放大，还是新权势击
碎旧道德催生了畸变的人，难说清楚。从终点回望，旧道德可曾真正有过效力，也是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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