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台读书会

1

“兰台读书会”推荐阅读书目

2013 年 9 月 15 日

本书目在参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

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推荐阅读书目，并征求中国人民大学信

息资源管理学院教师意见的基础上，汇总、筛选、编辑而成。

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自行选读，相关学科或相近内容的著作不一定要

全部阅读，但不可一本不读。许多著作可能有多个出版社的不同版本，读者宜

从中选取治学严谨、编校规范的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

局、三联书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的经典版本（或权

威译本）阅读。对于一些国外著作，建议有一定外语功底的读者尝试着直接阅

读外文原版。

本书目不包括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著作，本学科的阅读书目建

议同学们向导师咨询。

欢迎读者对本书目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联系邮箱 xyj@ruc.edu.cn，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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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与大学规划

《如何阅读一本书》

（How to read a book）

莫提默·艾德勒 （美）

查尔斯·范多

介绍了阅读的三个层次，对每个层次都进行了细致

的指导，是一本非常实用的读书用手册。

《培养心情与人格：人生

基本目标教育》
国际教育基金组织

本书讨论了人格教育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描述了

道德成长是如何通过家庭中的不同角色而实现的图

景，讨论青少年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性、毒品和

冲突。

《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

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

望》

德雷克·博克（美）

（Derek Bok）

作者于 1971-1991 年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将毕生献

给了高等教育事业，他深知如何将学生学习的研究

成果与学校的实践结合起来。

《穿过金色光阴的哈佛人:

哈佛大学生成功访谈录》

理查德·莱特（美）

（Richard S. Wright）

作者历经十年，利用调研研究及第一手访谈资料，

围绕“使每位学生都充分利用大学时光”这一主

题，回答了一切本科生可能面临的问题。

2.国学

四书之《论语》 我国第一部语录体儒家经典散文作品。

四书之《孟子》 孟子
儒家典籍，记录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治国思想和

政治策略，是孟子和他的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的。

四书之《大学》
全面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

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

四书之《中庸》

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篇。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

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把

《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

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

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

极大影响。

《四书集注》 朱熹
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所作的注，是朱熹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也是中

国宋明理学的权威性著作。

五经之《周易》

本书囊括天文，地理，军事，科学，文学，农学等

内容，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

的根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

“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参读《周易大传今注》

高享编注。

五经之《尚书》
本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

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

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五经之《诗经》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参读《诗经译注》江阴香编

注。

五经之《礼记》
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

文章选集。

五经之《春秋》
鲁国的编年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

书。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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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 孙子
本书是一部经典兵法著作，也是一部管理学著作。

参读《孙子译注》郭化若译注。

《庄子》 庄子 参读《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译注。

《道德经》 老子 参读《老子注译及评介》陈鼓应注。

《墨子》 墨子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号称"显学"，墨子在

当时声望与孔子相当。《墨子》为记载墨翟言论和

墨家学派思想资料的总集。

《韩非子》 韩非 为法家集大成的作品。

《史记》 司马迁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

籍之一。参读《史记选》王伯祥选注。

《汉书》 班固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继《史记》之后我国古

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

《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资治通鉴》 司马光
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

地位。

《坛经》
中国僧人撰写的著述中唯一被冠以“经”的一部佛

教典籍，其核心思想是“即心即佛”、“顿悟成

佛”。参读《坛经校释》郭朋校释。

《楚辞》 屈原
一部收录中国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诗集，是仅次于

《诗经》的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参读

《楚辞选》马茂元选注。

《红楼梦》 曹雪芹 原名《石头记》，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 吴承恩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三国演义》 罗贯中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水浒传》 施耐庵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曾国藩家训》 曾国藩 本书被誉为“当代教育的灵丹妙药”。

3.哲学、宗教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本书是冯友兰先生哲学与思想融铸的结晶，是了解

中国哲学的首选，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入门书。

《西方哲学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伯特兰·罗素（英）

（Bertrand Russell)

本书是一部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的西

方哲学的指南，是畅销世界的西方哲学教科书。

《理想国》

（The Republic）

柏拉图（古希腊）

（Plato）

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等，这部“哲学大

全”不仅是柏拉图对自己前此哲学思想的概括和总

结，而且是当时各门学科的综合，它探讨了哲学、

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以理念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方

案。

《纯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康德（德）

（Immanuel Kant）

推翻了旧形而上学，并从认识论角度建立科学作形

而上学的著作。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3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3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3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390.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C7%B0%CB%D5%B8%F1%C0%AD%B5%D7%D5%DC%D1%A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B6%FE%CA%AE%CA%C0%BCo%D5%DC%8CW&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CE%F7%B7%BD%D5%DC%D1%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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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the history of rational

criticism）

康德（德）

（Immanuel Kant）

包含康德有关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全部主要著

作。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恩格斯（德）

（Friedrich Von

Engels）

作者通过对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巡礼，对黑格尔哲

学体系以及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纯理性的解析，结

合当时世界局势变动的大背景，提出新的哲学观

点，是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产阶级哲学的

必读书目。

《形而上学》
（Metaphysica）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

（Aristotélēs）

叙述了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哲学体系，重点阐述了存

在论目的论的宇宙体系等。

《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黑格尔（德）

(Georg W.F. Hegel)

没有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训练，就看不懂现代欧陆哲

学的书。

《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

《哲学全书》

（Enzyklopae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奥地利）（Sigmund

Freud）

该书开创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理论，引入本

我概念，描述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被誉为精

神分析的第一名著。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Thus Spoke

Zarathustra)

尼采（德）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在本书中，尼采提出了诸如“上帝死了”“超人”

等对后世思想界和社会影响深远的思想。

《人性论》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大卫·休谟（英）

（David Hume）

休谟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阐述了关于人性的三个

假设、自私和同情、社会秩序和制度正义等，对于

人类思想史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

《西方美术史》 朱光潜
关于西方美学理论的专著，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西

方美学史，在学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美学》

(Aesthetics)

黑格尔（德）

（Georg W.F. Hegel）

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美学的正当名称是“艺

术哲学”，或确切说是“美的艺术的哲学”。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卡尔·波普尔（奥地

利）（Karl Popper）

本书概述了我们的文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指出

“整体论”和“决定论”的错误，提出“开放社

会”，波普也由此被称为“开放社会之父”和自由

主义政治思想家 。

《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

埃里希·弗罗姆（美）

（Erich Fromm）

作者在书中从人的心理、社会因素和人性结构三者

相互影响的总体探讨了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

《忏悔录》

（Confesiones）

圣·奥古斯汀（古罗

马）(Aurelius

Augustinus)

被称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自传，传诵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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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

(Dialectics of nature)

恩格斯（德）

（Friedrich Von

Engels）

对 19 世纪中期的主要自然科学成就用辩证唯物主

义的方法进行了概括，并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

上学和唯心主义观念。

《逻辑哲学论》

(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英）(Ludwing

Wittgenstein)

被广泛的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逻辑哲学论在逻辑实证主义者中间有着巨大影响

力，但也启迪了很多其他哲学家。

《伦理学》

(The ethics)

贝内迪特·斯宾诺莎

（荷兰）(Benedictus

Spinoza)

斯宾诺莎是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与

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其名言是：“自由人最少

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

的沉思。”

《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

（Cultural and natural

sciences）

李凯尔特（德）

(Rickert．Heinrich)

历史哲学著作，主要讨论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

学的关系问题，认为价值也是历史哲学的基本范

畴。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
艾思奇

比较系统、准确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圣经》（Bible）
基督教的正式经典，又称《新旧约全书》，被奉为

教义和神学的根本依据。

《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 孙亦平

收录了是西方宗教学创立以来的著名学者具有代表

性的著作，以期通过这些著作来反映西方宗教学的

大致风貌。

《宽容》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Hendrik Willem VanLoon

在宽容与不宽容之间，宗教以血腥和仁慈维护着它

几千年的统治。这是一部宗教的历史，一部宽容与

不宽容的历史，也是一郜人性血腥与进步的历史。

4.历史学

《世界史纲》

（The outline 0f

history）

威尔斯（英）

（Wells）

叙述了从史前社会到 20 世纪 70 年代人类文明的演

化过程，认为如果文明要想延续下去，政治、社会

和经济组织发展成为世界性联盟是何以不可避免

的。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美）（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是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

性的杰作。

《国史大纲》 钱穆
以其独特的见解与细致的考证成为了当时各个大学

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奠定了钱穆史学大家的地位。

《历史》

（Ἱστορίαι）
希罗多德（古希腊）

（ΗΡΟΔΟΤΟΣ）

叙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之历史、地理及民族

习俗、风土人情的作者。希罗多德被誉为“历史之

父”。

《路易十四时代》
伏尔泰（法）

（Voltaire）
阐述人类文明的最初尝试，开世界文化史的先河。

《法国革命史》 米涅（法）
书中认为法国“革命不可避免”的看法，震动了舆

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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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法）

（Alexis de

Tocqueville）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

《西方的没落》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德）（Oswaid

Spengicr）

作者从宏大的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以生物生长过

程的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

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

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毁灭的过程，

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

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该书作为一部史学巨

著，素有 “历史博物馆”之称。

《中国通史》 范文澜
该书真实再现了华厦文明的历史轨迹，代表了我国

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论点鲜明但不失于偏颇，叙

述详密又不失于琐碎。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

再现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肯评价各个时期，体现了

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结合。其产生标志着近代史

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

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之

久。

《万历十五年》

《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

不仅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更重要的是它为现

代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价值。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史名著，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

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潜规则》 吴思
以历史为解读对象,详尽的阐述在我们的现实“规

则”之后所隐藏着的另一种规则。

5 文学

《古文观止》 吴楚材、吴调侯选注
康熙年间选编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观

止”表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代表文言文的最高水

平”。

《文史通义》 章学诚
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

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

理论的双璧。

《史通》 刘知几
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主要评

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

修史之得失。

《人间词话》 王国维
一部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

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旧日诗词论

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

《中国人》 林语堂

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以中国文化

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

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

观地了解中国。

《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
作者以冷静犀利的视角剖析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

和特质，向西方展示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民族形

象，是研究民族文化及精神内涵的必看书。

《文化苦旅》 余秋雨

这本文化散文集主要通过山水风物探求文化灵魂、

人生真谛、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

构成。既表现了历史的深邃荒凉，又展现了江南文

化的清新婉约；既展示中国文人的艰难心路，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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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揭露世态人情。从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不仅

有着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同时也具备非凡的艺术表

现力。

《思想录》

布莱兹·帕斯卡尔

（法）（Blaise

Pascal）

一位天才科学家的反科学理性杰作，法兰西最优秀

的散文，影响每一代学人的知识名著，被奉为“法

兰西第一部散文杰作”。

《百年孤独》

（Cienanosdesoledad）

加西亚·马尔克斯（拉

美）（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再

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

《神曲》

（Commedia, Divine

Comedy）

但丁（意大利）

（Dante Alighieri）

通过作者与地狱、炼狱及天堂中各种著名人物的对

话，从中可隐约窥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

曙光。

《牛虻》

（The Gadfly）

艾·丽·伏尼契（英）

（Voynich E.L.）

歌颂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的小说，曾一度成为民国

时代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形象之一。

《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英）

（George Orwell）

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小说中的“老

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

权威的英语词典。

《飞鸟集》 泰戈尔（印度）
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短小的语句道出了深刻

的人生哲理，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

《蒙田随笔集》

蒙田（法）

(Michel·de·Montaign

e）

本书是蒙田原著的精选译本，节选了蒙田《随笔

集》中传颂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若干篇经典佳作，是

蒙田思想的精华总结。

《培根随笔集》
弗朗西斯·培根（英）

(Francis Bacon)

培根被马克思誉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

祖”。本书是英国随笔文学的开山之作。

6.经济学

《资本论》(Das Kapital)
卡尔·马克思（德）

(Karl Heinrich Marx)

是西方哲学大体系缔造者中的最后一个人——卡

尔·马克思经济学说中最主要的著作。

《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亚当·斯密（英）

(Adam Smith)
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经济论》

(Oeconomicus or

Economics)

色诺芬（古希腊）

(Xenephon)

亦译《家政论》，现今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最早的经

济专著，反映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和对经济活动的

主张，最早提出“经济”一词，意为家庭管理。

《赋税论》

（A Treatise of Taxes &

Contributions）

威廉·配第（英）

(William Petty)

全名《关于税收与捐献的论文》，是西方最早的赋

税理论专著。

《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 Of

Economics）

N.格里高利·曼昆

（美）（N.Gregory

Mankiw）

世界上最流行的经济学教材。现代社会中经济与每

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所有的大学生都该懂点经

济学，而这本书无疑是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入门经

典。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

理》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大卫·李嘉图（英）

（David Ricardo）

继《国富论》之后的第二部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

经济学史的第二座高峰，其出版被称为“李嘉图革

命”，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经典研究方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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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Noureaux Principes

D'economie Politique）

西蒙·德·西斯蒙第

（法）（J. C. L.

Simondede Sismomdi）

用绝对新的方式考察了经济活动的水平，从而对亚

当·斯密的经济学说进行了扬弃，并首次系统论述

经济危机。

《政治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英）（John Stuart

Mill）

古典经济学的“终结篇”，19 世纪下半期西方国

家一本无可争议的经济学的“圣经”。

《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 Of

Economics）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英）（Alfred

Marshall）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石”，划时代的著作。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

利润、资本、信贷、利息

和经济周期的考察》(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约瑟夫·熊彼特（奥地

利）（Joseph A.

Schumpeter）

首提“创新”理论，被称为“熊彼德创新理论”，

由此形成了经济史上的熊彼特主义以及熊彼特之后

的激烈的争论。。

《价值与资本：经济理论

的若干基本原则之探究》

（Value and Capital: An

Inquiry into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Theory）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

（英）（John Richard

Hicks）

宏观经济学首次微观化，在西方经济学界被认为是

将近七十年来论述价值理论问题的最重要著作。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奥斯卡·兰格（波兰）

（(Oskar Lange)
首提“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英）（John Maynard

Keynes）

被誉为“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

《财富与贫困》

（Wealth and Porerty）

乔治·吉尔德（美）

（George Gilder）
里根革命的“理论依据。

《纯粹经济学要义》
瓦尔拉（法）

（LeonWalras）

瓦尔拉斯的代表作，也是西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经

典著作，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利息理论》

(The Theory of

Interest)

费雪（美）

（Irving Fisher）

最伟大的关于资本理论的研究，张五常认为本书驳

倒了《资本论》。

《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

詹姆斯·M.布坎南

（美）(James

M.Buchanan)

戈登·塔洛克

(Gordon Tullock)

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使宪政民主制可以用数

理工具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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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戈特哈德·贝蒂·俄林

（瑞典）（Bertil

Gotthard Ohlin）

揭示了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形成的原因、指出国际

贸易中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俄林所提出的贸易理

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关于区域和国际分工

贸易理论体系第一次较完整的阐述，对国际贸易理

论和国际资本运动运动理论作出了开拓性的研究。

《经济分析基础》
保罗·萨缪尔林(Paul

A.Samuelson)

该书把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结合在一起，以数学

为工具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凭借此

书，萨缪尔森获得了 197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英）（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坚持和重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英）（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阐述中最

著名而又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作者认为：所有的

集体主义社会，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斯大林

的共产主义，都无可避免地会迈向专制极权。

《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Legal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 约翰.康芒斯（美）

（John Rogers

Commons）

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制度经济学》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策略思维》（Think

strategically）

迪克西特（美）

(Avinash K.Dixit）

奈尔伯夫

(BarryJ.Nalebuff)

人生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决策过程，本书不仅适合对

博弈论感兴趣的读者，也同样适合所有希望让生活

决策更有条理的读者。

7.法学、政治学

《柏拉图全集》
柏拉图（古希腊）

（Plato）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西方哲学鼻祖。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

读》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

主要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

作、文章，所选篇目力求突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基本原理。

《尼各马可伦理学》

（Ethika Nikomachea）

《政治学》（Politics）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

（Aristotélēs）

西方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书中系统阐述了德性在于

合乎理性的活动，至善就是幸福等观点，成为西方

近现代伦理学思想的主要渊源之一。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权利的科学》

康德（德）

（Immanuel Kant）

阐述了康德的法学思想，代表了传统西方法学中的

一些重要观点。

《神学政治论》

（TractatusTheologico-

Politicus） 斯宾诺莎（荷兰）

(Baruch de Spinoza)

作者为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与笛卡

尔和莱布尼茨齐名。《政治论》

（Tracta Atus

Politicus'）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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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论》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洛克（英）

（John Locke）

本书可视为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但对法学研究而

言，此书亦属必读之列，它汇集了洛克的主要政治

哲学思想，不仅使他成为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

成者，且对于后世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自由》

（On Liberty）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

《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德）

（Carl Von

Clausewitz）

作为西方军事史上的理论名著，它甚至受到过恩格

斯和列宁的好评。这部著作最早提出了“战争是政

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一著名的

公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德）(Friedrich Von

Engels)

一部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起源的著作，是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代表作之一。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卢梭（法）

（Jean-Jacques

Rousseau）

作者通过对人类心智的发展及社会的产生和发展，

通过合理的逻辑推断，阐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发

展。

《正义论》

（A Theory of Justice）

约翰·罗尔斯（美）

(John Rawls)

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

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西方法学经典名著选

读》
张小平

选自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以来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

影响的十五位法学家的经典作品。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瞿同祖
作者依据大量个案和判例，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法

律的实施情况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揭示了中国

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

《论法的精神》

（l'Esprit des lois)

孟德斯鸠（法）

（Baron de

Montesquieu）

《论法的精神》以法律为中心，提出的“追求自

由”、“主张法制”、“三权分立”等理论，极大

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成为了美、英、法

等国的立国之本。

《论共和国》

《论法律》

（On the Commonwealth

and On the Laws）

西塞罗（罗马）

(Marcus Tullius

Cicero)

“国家乃人民之事业”，“官员是说法的法律，

法律是不说话的官员”。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Aquinas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阿奎那（意大利）

（Thomas Aquinas）

本书摘录出阿奎那关于国家和法律的主要观点，适

合于初读其著作的读者。

《社会契约论》

（The Social Contract）

卢梭（法）

（Jean-Jacques

Rousseau）

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

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一个理想的社会

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

《论美国民主》

（De la démocratie en

Amerique）

托克维尔（法）

(Alexis de

Tocqueville)

本书的基本思想在于承认贵族制度衰落的必然性和

平等与民主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它既是第一部对

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

也是第一部记述美国民主制度的专著。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 博登海默（美） 综合法理学派代表人物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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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方法》(Juris-prudence

Revised edition)

(Edgar Bodenheimer) 止法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法理学名著

《西方法学名著提要》 李龙
本书以精辟简洁的语言概括介绍了柏拉图、卢梭、

康德、哈特等近 40 位大家的名著，借此理清西方

法学发展的脉络。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思想的集中展现，是对 20 世纪中国影响最

大的书籍之一。

《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著作、讲话选集。，展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形成的历史全貌，集中体现

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华。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

开放之路的全景 式描述。

《人权宣言》（美）

《独立宣言》（美）

《解放黑奴宣言》（美）

《自由大宪章》（英）

《权利法案》（英）

影响世界的著名法律。

8.社会学

《社会学的想象力》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美）（Charles

Wright Mills）

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其思想深受德国古典社会学理论和 G.H.米德

的实用主义社会学的影响。

《疯癫与文明》
米歇尔·福柯（法）

（Michel Foucault）

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后现代主

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
《规训与惩罚》

《知识考古学》

《江村经济》

《乡土中国》
费孝通

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

研究的代表作。

《通过社会学去思考》

(Thinking

Sociologically)

齐尔格特·鲍曼（英）

(Zygmunt Bauman)

对于鲍曼而言，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对社

会生活积极的自我反思的一种形式。

《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理

论》（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马克斯·韦伯（德）

（Max Weber）

美国社会学家根瑟·罗思说：“韦伯是唯一能同卡

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

批判》

（La Distinction）
皮埃尔·布迪厄（法）

（Pierre Bourdieu）

皮埃尔·布尔迪厄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

想大师之一，其实践理论和资本理论对社会学和社

会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实践感》（Pierre

Bourdieu）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艾米尔·涂尔干（法）

（Émile Durkheim）

涂尔干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

学的三大奠基人。在本书中，作者提出，对于社会

学这门学科，要把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同时

提出了研究社会现象的特殊方法。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35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6.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BF%A8%B6%FB%A1%A4%C2%ED%BF%CB%CB%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C2%ED%BF%CB%CB%B9%A1%A4%CE%A4%B2%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C9%E7%BB%E1%D1%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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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马克思（德）

（Karl H Marx）

恩格斯（德）

（Engels）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主义

诞生的重要标志。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

拒的历史潮流。

《非主流》

（Stigma）

艾尔文·高夫曼（加）

（Erving Goffman）

几乎每个社会里，那些没有跟随主流文化的人，都

会被边缘化，不论人们这样对待他们是否公正。这

本经典的社会学著作，解释了这些现象背后原因和

做法。

《现实的社会构建》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彼得·L·伯格（美）

（Peter Ludwig

Berger）

托马斯·朗克曼

社会构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二性》

（The Second Sex）

西蒙波伏娃（法）

（Simone de

Beauvoir）

此书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

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

的“圣经”。

《社会冲突的功能》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刘易斯·A·科塞（德）

（Lewis Coser）
社会冲突理论的代表作。

《后现代社会理论》

（THE THEORIES OF POST-

MODERNISM）

乔治·瑞泽尔（美）

（George Ritzer）

一本以介绍“后现代社会理论”为主要目的的教科

书。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The Coming of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Bell）

丹尼尔·贝尔（美）

(Daniel Bell)

主要对二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

义研究。

《第三次浪潮》

（The Third Wave）

阿尔温·托夫勒（美）

（Alvin Toffler）

未来三部曲，享誉全球，成为未来学巨擘，对当今

社会思潮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未来的冲击》

（Future Shock）

《权力的转移》

（Powershift）

《人论》

(An Essay on Man)

恩斯特·卡西尔（德）

(Enst Cassirer)

该书力图论证：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

得真正的“自由”。

9.管理学

《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 孙耀君
介绍管理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既有对大师生平与

成就的介绍，又有大师书中的精彩语录。

《21 世纪的管理挑战》

(Management Challenge

for 21st Century)

彼得·德鲁克（美）

（Peter Ferdinand

Drucker

“现代管理学之父”的两部经典著作。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93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46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67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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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

(The Essential Drucker)

《科学管理原理》

（ThePrinciplesofScient

ificManagement）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

泰罗(美)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泰罗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其《科学管理原

理》是一个新的管理时代的标志，掀起了一场企业

管理的变革，使得西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早期

工厂管理实践向科学管理迈进了一大步。

《管理行为》

（Administration

Behavior）

赫伯特·西蒙(美)

（Herbent Simon）

《管理行为》被《公共管理评论》誉为“半个世纪

以来的经典著作”，它是社会科学思想方面最具影

响力的著作之一，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称为“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管理决策新科学》

(The New Science Of

Management Decision)

赫伯特·西蒙(美)

（Herbent Simon）

被誉为“战略决策领域的必读书目”，西蒙因此被

称为决策理论的奠基人。

《帕金森定律》

（The Law of Delay）

诺斯古德·帕金森

（英）(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

帕金森定律是时间管理中的一个概念，它表明：只

要还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扩展，直到用完所有的

时间。该书是帕金森为揭露和嘲讽英国政治社会制

度中官僚主义组织结构的弊端而提出的，是帕金森

在对组织机构的无效活动进行调查和分析中提出的

关于组织机构臃肿低效的形成原因的定律。

《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Administration

Industrielle Et

Générale)

亨利·法约尔（法）

(Henri Fayol)

法约尔是古典组织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管理理

论之父”，他在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管理概念，标

志着一般管理理论的形成，所提出的管理的十四条

原则与五要素使其理论成为管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

《经理人员的职能》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切斯特·巴纳德(美)

（ChesterI.Barnard）

被誉为管理思想的丰碑，作为现代管理理论中社会

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巴纳德关于组织理论的探讨至

今几乎没有人能超越。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乔治·埃尔顿·梅奥

(美)（George Elton

Mayo）

书中总结出的人际关系理论，尽管时代已步入 21

世纪，但人际关系学说仍然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在管理的发展史上，没有人能够忘记霍桑实验，也

没有人能够忘记梅奥这个名字。

《管理学》

（Management）

哈罗德·孔茨（美）

(Harold Koontz

奥唐奈

该书是西方企业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奠定

了孔茨作为管理过程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学

术地位，从而在西方管理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管理备要——70 位先驱

者生活和工作的历史记

载》

林德尔·福恩斯·厄威

克（英）

(Lyndall F Urwick)

本书不是一本单纯的传记或者故事汇编，而是立意

要对管理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的鸟瞰和总结本书并不

是互相竞争的各国管理史的一种汇集，而是超越国

界、世界范围的管理思想演变图景。

《追求卓越：美国最佳管

理公司案例》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汤姆·彼得斯（美）

（Tom Peters）

鲍勃·沃特曼

20 世纪影响最大的管理学著作之一，本书为管理

设定了一个积极的目标，而非强调面临的难题。彼

得斯提出的杰出企业的 8个特性几乎为未来 20 年

的商业管理奠定了格局。

《市场营销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菲利普·科特勒（美）

（Philip Kotler）

被奉为营销学的圣经， 是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广泛

的营销学教科书。

《西方管理思想史》 郭咸纲
深刻理解和掌握西方管理学说史是进入管理学殿堂

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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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心理学

《人的潜能和价值》

马斯洛（美）

(Abraham Harold

Maslow)

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有关“人的潜能和价值”讨论的

论文集，本书收录了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该理论在心理学、管理学等众多领域影响很大。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

究》（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古斯塔夫·勒庞（法）

(Gustave Le Bon)

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近

20 种语言出版，作者以十分简约的方式，考察了

群体的特殊心理与思维方式，尤其对个人与群体的

迥异心理进行了精辟分析。

《人性的弱点》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戴尔·卡内基（美）

(Dale Camegeie)

“世界成功学第一书”，戴尔·卡耐基被称为美国

“成人教育之父”，他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

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分析。不管成功学有怎

样的缺陷，这些故事对于处于迷茫中的同学无疑是

一种指引和帮助。

《心理学与生活》

（Psychology and life）

理查德·格里格（美）

(Richard J.Gerrig)

菲利普·津巴多（美）

(Philip G.Zimbardo)

心理学的入门经典，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多年来使用

的教材，也是在美国许多大学里推广使用的经典教

材，被 ETS 推荐为 GRE 心理学专项考试的主要参考

用书。

《精神分析引论》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奥地利）(Sigmund

Freud)

本书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最重要的经典，精神分析理

论的基本概念的方法都在这部著作当中得到精深的

表述。

11.传播学

《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

沃尔特·李普曼（美）

（Walter Lippmann）

此书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The immigrant and its

Control）

罗伯特·帕克（美）

(Robert E.Park)

作者被誉为“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学者”，此书

为其唯一著作。

《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

（美）(Paul

F.Lazarsfeld）

被称为“社会科学史上最复杂的调查研究之一”，

以 1940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分析案例，试图阐释

在大众传媒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选民如何做出投

票的选择，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著作。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

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哈罗德·拉斯韦尔(美)

(Harold Lasswell)

对社会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做了一个较为

全面的论述，并清晰地阐释了 5W 传播模式以及大

众传播三功能说。

《自由而负责任的传媒》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

是新闻批评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罗伯特·霍金斯

和 12 位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大学里的一流学者共

同起草的报告阐述了传媒机构自由与责任的相互关

系。

《传播与说服》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卡尔·霍夫兰(美)

（Carl Hovland）
将实验心理学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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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

与社会》

维纳(美)（Norbert

Wiener）

力图证明促使人类在技术世界的环绕中更加有尊

严、更有人性；而不是相反。《控制论》的简化大

众版。

《大众传播学》

（Mass Communication）

威尔伯·施拉姆(美)

（Wilbur Schramm）
代表着传播学的创立。

《传播学概论》

（Men，Women，

Messages，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 ）

《理解媒介》

《媒介通论———人的延

伸》

麦克卢汉（加）

（Marshall McLuhan）

首创了当今习以为常的术语“媒介”，提出了今天

的媒介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概念“地球村”、“信息

时代”，阐述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

伸”、“热媒介与冷媒介”的学术观点。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The McBride Report）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这份报告是隶属教科文组

织的国际传播研究委员会对世界信息基础组织结构

和传播资源进行三年调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

12.自然科学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艾萨克·牛顿（英）

（Isaac Newton）

是第一次科学革命的集大成之作，它在物理学、数

学、天文学和哲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生命是什么》

（What Is Life?）

埃尔温·薛定谔（奥地

利）(Erwin

Schrodinger)

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撰写的《生命是什么》更是一

本伟大的科学人文经典。这本书专为生命科学的门

外汉书写，内容通俗易懂，历史证明这本书成为了

推动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激励者和推动者。本书适合

于任何希望增进科学素养的同学阅读。

《中国科学思想史》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Series）

李约瑟（英）

（Joseph Needham）

该书力图在详尽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其时

的历史、文化背景，以时代先后为序，深入论述中

国科学思想自先秦至近代的发展历程。

《科学史》

（A History of

Science）

丹皮尔(美)

（Dampier.W.C.）

主要讲述了科学、哲学和宗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各

自的发生、发展历程，以及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所

发生的相互纠葛。

《物种起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

达尔文（英）

(Charles Robert

Darwin)

首提“演化论”，试图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

选择（天择）和人择的方式实现的，该理论是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

黑洞》（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史蒂芬·霍金（英）

（Stephen W.Hawking）

霍金在书中揭示了当日益膨胀的宇宙崩溃时，时间

倒溯引起人们不安的可能性，那时宇宙分裂成 11

维空间，一种“没有边界”的宇宙理论可能取代大

爆炸理论和上帝。

《新工具》

(Novum Organum)

培根（英）

(Francis Bacon)

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先驱，同时也是当代青年不可

不读的一本经典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