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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
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入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
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
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
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
延伸。
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
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入之谈论“都市
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
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
相对于诗人的感伤、客子的怀旧或者斗士的抗争，学院派对于曾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的描述与阐
释，细针密缝，冷静而客观，或许不太热闹，也不太好看，但却是我们进入历史乃至畅想未来的重要
通道，必须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欣赏。
本丛书充分尊重研究者的眼光、趣味与学术个性，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
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
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讨论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偏于艺术或文化。
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我们全都“虚位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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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以1920年代的北京知识界为考察对象，试图从报刊史、教育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多重角
度，关注这一时期以同人杂志和高等学府为中心所构建的舆论环境和文人集团。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论文讨论的课题不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人团体和舆论氛围，但论述的切入点并
不大。
因此，本论文的写作方式，将有意识地从最细微处的盘根究底开始，试图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
探讨，逐步呈现出那个时代最为清晰完整的一副影象。
因此，本论文并不会专注于对刊物进行逐卷逐号的梳理，而是以相关的问题和现象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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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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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在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价值的挑战和冲击，已经是一种共识。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既有冲突和矛盾，也存在着调和与折中。
五四高潮渐趋平稳后，1919年末至1920年初，北京先后发生了邓春兰上书、李超病逝和林德扬自尽等
事件，都曾在舆论界和知识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在这些涉及女性独立、家庭革命和青年教育等热门话题的论辩中，新文化阵营内部逐渐呈现出众声喧
哗的局面。
本章拟通过对这几起事件的解读，揭示出过渡时期新派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展示他们在新旧交织的
特殊氛围中，在迷茫和质疑中努力求索探寻的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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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说来也凑巧，当我在电脑上敲下本书的最后一个标点时，正是农历戊子年的春节。
窗外是满城的鞭炮声，而我也终于等来了辞旧迎新的这一天。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修订稿。
从2001年春季确定选题，2002年写成初稿，到这个除夕之夜终于完工，其间竟然历经了七年的时光。
写作速度如此之慢，并非因为偷懒。
而是在此期间，我需要时常停顿下来，弥补自己学力的不足，同时在自我反省中调整思路。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中国现代舆论史的思考一直在继续，并最终有了这个阶段性的成果。
我唯有希望，这本小书不会因为迟到，而失去了被批评的资格。
本书的完成和出版，也使我终于有了机会，向我的导师陈平原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
忝列先生门墙，至今已有十年。
虽也想努力做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但至今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实在惭愧得很。
这些年先生的言传身教，原本就非言语所能形容，唯愿以后能距先生立的标杆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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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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