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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
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
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
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
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降相有关了吧？
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
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
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
1949年以来，连篇累犊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丈性质
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i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
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
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
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
，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足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
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
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
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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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并未远去的背影》基本是对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进行再梳理。
民国时期（当然也包括共和国时期）的许多人与事，其实都扑朔迷离，真面目始终不为人知。
过去的“定论”，显然已不足为信。
《并未远去的背影》所收文章，则意在对那些有意义也有意思的旧人旧事进行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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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县人。
1978年参加高考，被洛阳外语学院录取。
1982年7月毕业，在部队工作四年。
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1989年春提前进入同一专业博士学位攻
读阶段。
1992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1992年至1999年在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工作。
1999年后在南京大学任教。
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已出版《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鲁迅晚年情怀》、《为批评
正名》、《城墙下的夜游者》、《给每日以生命》、《独白与驳诘》、《文坛三户》、《风高放火与
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一嘘三叹论文学》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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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乎？
》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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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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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与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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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话短说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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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托派积极反对中共的新路线时，鲁迅的思想动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930年3月，当“左联”在上海成立时，鲁迅是参加了的。
但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其说是与一种组织的关系，毋宁说是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几个较谈得来
的友人的关系。
几年后，瞿、冯离开上海到瑞金，“左联”由鲁迅所极不喜欢的周扬等人完全控制，鲁迅与“左联”
的关系其实也就名存实亡。
1935年底，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传到上海，周扬们决定解散“左联”。
不管王明等人是否明确地下达过解散“左联”的指示，周扬们做出解散“左联”的决定，都是符合斯
大林为中共设定的新路线的。
既然在政治上要与国民党旧梦重温、伯歌季舞，要与各种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文艺
上又岂能不服从这一总路线。
对于解散“左联”，鲁迅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
他不能明白“民族统一战线”为何不能与“左联”并存，继而要求，在解散时发布一个宣言。
在鲁迅看来，无声无息地散伙，那不是“解散”而是“溃散”。
但周扬们急于要去闹腾“救国会运动”，终于连这点意见也未能接受，还是令“左联”作鸟兽散。
在周扬们看来，“左联”是党领导下的组织，如何成立如何解散，都只能听命于党的指示和服从于党
在当下的方针政策；而鲁迅反对解散“左联”，鲁迅要求发布解散“宣言”，都是无理取闹。
当年与周扬一起工作的中共党员王翰，在1979回忆往事时，还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工作的转变，也
存在一些分歧。
文委提出解散文总和各个‘联’，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正确的
。
文委筹建救国会是有成绩的。
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
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
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
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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