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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导言”中，我曾提到：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
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
资料。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
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
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
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惟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
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本辑集刊出版，恰逢学界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有所表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
此前八十年，“纪念五四”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但也不无“走过场”的时候。
近年风气陡变，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迅速崛起，社会乃至学界对五四有很多批评，对此，我们需要作
出回应。
并非主张“坚决捍卫”，而是希望站在新时代的立场，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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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这运动的新文化　　一　新文化如何运动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对于1920年代前期实际从事文化运动的各方面的势力来说，答案肯定不是唯一的。
不过，后来者更信用其追封的领袖人物的说法，所以引述最多的是陈独秀1920年初在上海的一次演讲
，题目就叫《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他先划定文化的疆界，包括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等领域，将军事、产业以及实际政治排除在外，
然后径直进入各个领域的内部进行辨析。
②陈独秀的这次演讲，其实只勉强回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而忽略了何谓“新⋯⋯运动”。
对于新文化运动，首先应该关心的是如何运动，然后才去判别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
以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大多围绕中心的人物、社团、报刊展开，缺乏使运动成其为运动的观念
。
从浑朴的过程的观念出发，就会追问：新文化作为运动的同一性是如何形成的？
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新文化如何从局部的、地方性的运动中获取动力？
　　周策纵梳理五四运动史时曾指出，“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在五四以后的半年内开始出现，
到1920年初变得十分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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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第12辑）》内容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
此前八十年，“纪念五四”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但也不无“走过场”的时候。
近年风气陡变，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迅速崛起，社会乃至学界对五四有很多批评，对此，我们需要作
出回应。
并非主张“坚决捍卫”，而是希望站在新时代的立场，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有感于此，北大中文系除刊行同人文集《红楼钟声及其回响——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还将在4月23—25日召开“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集
中讨论如下话题：五四新文学及新文化内部的多元场景；五四新文化与晚清新学的历史纠葛；新文学
与新学术；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新时期文学与五四之关联；台港及海外作家
如何与五四对话；重读五四与保守主义思潮等。
　　本辑所收有关五四各文，均出自北大学子之手——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早年也曾就读北大，
因此，也就不见外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第十二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