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上卷
	何新六十自述
	我看未来淡如清水
	一、三有三无四非
	二、我的人生很奇特
	三、平生经历是五部书
	四、学术上我是玩家
	五、我曾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六、道术已为天下裂
	七、中国文明再度遭遇危机
	八、直面争议
	九、看未来淡如清水
	何新国学思想自述
	总结我的国学和史学研究：追本溯源古为今用
	一、治学著述之目标
	二、重新认知传统文化
	三、在国学上有所建树
	四、胡适鼓吹疑古史学的要害是主张文化殖民化
	五、反对所谓中国封建制度“超长”论
	六、中国古代为什么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制度
	七、学术不辩不明
	八、市场化败坏了当今教育
	九、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
	【附录】
	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
	何新政治经济思想自述
	为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
	一、我曾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二、关于“生产过剩”的辩论
	三、“新自由主义”是乱国之术
	四、美国购货，中国买单
	五、解散垄断企业会使中国工业倒退回工场手工业
	六、人民币持续升值是高通货膨胀的诱因
	七、内需主导在经济上是死路一条
	八、以国家主义为本位还是接受本国经济的殖民化
	九、智能性计划市场经济是强国之路
	十、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复兴农村
	十一、削藩与治吏
	十二、法治不等于法制
	十三、中国须制订全球化的地缘战略体系
	十四、新世界性战争的阴影若隐若现
	结语
	【附录】
	美国解决世界问题的时间表
	朝圣山学社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
	论国家复兴的战略与谋略
	上篇关于经济金融战争的战略和谋略问题
	一、战略研究关乎国之大政
	二、美国用金融战略胜中国于无形
	三、发生通货膨胀的四个原因
	四、通货膨胀是关乎国家治乱的战略问题
	五、战略研究不能忽视阴谋论
	六、谋略博弈是软战争的主要内容
	七、近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异常
	八、有一种GDP增长叫“债务性虚拟增长”
	下篇关于中国的全球战略问题
	九、需要修正对美国的某些误认
	十、美国总统是给谁打工？
	十一、共济会控制着美元和全球金融体系
	十二、银行家权力大于首相
	十三、共济会银行家要控制全世界
	十四、谁把美国总统关进了笼子
	十五、共济会影子政府控制着西方政治
	十六、地中海动乱是针对中国布局的地缘战略
	结语
	【附录】
	Peter Schiff在美国共济会金融家高级俱乐部的演讲：中国人知道我们不会把钱还给他们！
	中卷
	我的思维之路
	我是离经叛道之徒
	一、始启疑蒙
	二、浪迹燕京
	三、劳形苦智
	四、穷通自转
	五、弄潮中国社会科学院
	六、大同与异化
	七、与高层的互动
	八、回顾90年代的一场政策辩论
	九、横议食货
	十、谏为苍生
	十一、探讨中国经济复兴之路
	十二、保守争衡
	十三、狂狷济世
	十四、穷理观命
	十五、思齐政教
	【附录】
	我对兵团战友何新的印象
	何新哲学自述
	我对逻辑学的革新
	一、探求唯实论与演化论的逻辑学
	二、一种新型逻辑的构建
	三、批判罗素的“逻辑斯蒂”
	四、解决逻辑学中的悖论问题
	五、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
	【附录】
	钱学森：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
	钱学森关于“何新树”的三封信
	下卷
	往事杂忆
	奇闻异事与奇谈怪论（六则）
	忆吴冠中与80年代美学形式的革新
	我对我的人生感到悲壮
	第一次谈话：“开放”与“封闭”
	第二次谈话：我对我的人生感到悲壮
	第三次谈话：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未来展望
	对世界未来的展望：与托夫勒谈21世纪
	何新与宫泽喜一的谈话
	【附录】
	“北京密使”说服卡斯特罗搞改革秘辛
	重塑中国远古文化
	一、历史的追溯
	二、文化的渊源
	三、西亚南亚是早期文明的主要起源地
	四、西亚文化与印度文化的融合
	五、印度文化与中国早期文化的融合
	诗与画
	何新旧诗抄
	沁园春
	纪念堂
	观看审判“四人帮”电视新闻有感
	行浙东丽水石门涧
	游雁荡山
	满庭芳
	凤凰台上忆吹箫
	沁园春
	沁园春
	七律二首：湘魂
	读《心经》
	沧海烟客：读何新著作有感（二首）
	陈述元：读何新论陈寅恪后记
	何新画存
	江兆申论何新绘画
	学术评论
	祝东力：何新一人平衡了整个精英知识界
	何新是中国思想界80～90年代转变的重要枢纽
	房宁：论何新
	叶慧坚：何新思想与当代世界历史大格局
	景戎华：何新的史学研究
	20年论战：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歧
	一、危机源于生产能力过剩
	二、市场也是资源，市场空间是有限的
	三、瓦解中国国有经济是西方夺取控制中国市场的阴谋
	四、批判萨伊定律
	五、价格并非市场竞争决定，而是资本竞争决定
	六、市场竞争必须由国家力量控制和管理
	七、何新经济思想述要
	盘点近二十年何新的魔鬼预言
	何新致滁州学院倪阳教授：“何新研究”应正名为“何新批判”
	滁州学院开设《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课程
	倪阳教授的回信
	塞枫（旅美学者）：论何新
	《人民日报》、《新华文摘》关于何新的报导
	何新著作年表
	有关何新的评论与研究
	何新主要著作封面
	海内外有关何新的部分评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