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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收录的文章，除了赵园、夏晓虹、梅家玲、沈国威等大作值得期待外，主体部分是香港中文
大学召开的“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学术研讨会（2008年6月13日）的专题论文或发言整理稿
。
除了收录在此的十三则长短文章外，本书涉及的话题，集中在大众传媒对于文学生产的“赞助”与“
限制”，尤其是其间所呈现的政治权力、文化资本、编辑策略、审美意识、文人集团、读者趣味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左翼/右翼、京派/海派、学界/文坛、作家/书局等让人眼花缭乱的纠葛，还有城
市与乡村、经典与大众、主流与边缘、记忆与遗忘等之此消彼长；所有这些，都值得学界认真辨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第十一辑）>>

书籍目录

资料与考释　代拟宪政奏折及其他　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论文　流动的教室，虚拟的学堂——晚清
蒙学报刊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　与表述方式　梁启超与日语——以《和文汉读法》为说　现代性
与记忆——五四对林纾文学翻译的追忆与遗忘　文化转型期的翻译语体选择——以曾朴的翻译实践为
例　越界之恋与现代性的欲望想象——论王韬《淞隐漫录》和《漫游随录》的漫游、言情和追忆文学
视野中的“大众传媒”（上）　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
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　三十年代的文学出版与文学地理　文学史、文学教育与传播　学术的组
织与纪律　华语电影研究——方法与角度　文学与媒体的对话——有关张爱玲影视改编的研究　《明
报》“世纪版”经验谈文学视野中的“大众传媒”（下）　心声与电影——论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的生
命哲学修辞　印刷的共同体——重读施蛰存的《狮子座流星》及《凶宅》　先锋性的探索——论《新
文艺》的“转向”　论《幻洲》中的香港来书——V城1927　学生的园地还是园地的学生——香港《
星岛日报·学生园地》初探　副刊的“守门人”——从《华侨日报·文艺》作品看副刊主编的角色演
讲与评论　想象与叙述——由“明清之际”说起　解读“当代中国大学”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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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日编纂法典为今日第一急务，宜作速精审从事，而尤当注重民法也。
职闻立宪之所以异于专制者，日专制国恃人而不恃法，立宪国恃法而不恃人。
恃人者，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
凡人不肖者恒多于贤者，故治日少而乱日多。
恃法者，法苟善美，则纲制有常。
贤者善用法，益可以致国家于安荣；不肖者为法所限制，亦末从自恣以为民蠹。
故立宪国亦名法治国，言以法为治也。
考各国法律，其编纂为法典者，日宪法，日民法，日商法，日刑法，日民事诉讼法，日刑事诉讼法。
其余特别单行之法律，不可以数计。
举国上自官吏，下逮民庶，无一人一事不轨范于法之中。
民既非法末循，故法愈不可以不备。
夫以诸法之性质论之，宪法为组织国家之法，实诸法所从出，其重要自无待言。
但兹事体大，非审之又审，不能轻易发表。
明诏谓“俟数年后，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宣布”，诚知本之言也。
惟宪法未布以前，各种法律不可以不次第制定，否则不能举法治之实，而所谓“预备立宪”者亦将徒
托空言。
今者商律已布，民、刑诉讼法亦既粗定，是朝廷注重立法之意，既宣示于天下。
顾职窃闻诸东西学者之说，谓民法者，诸法中之根本法也。
一切重要之权利、义务，大率皆规定之于民法中。
民法所具者，他法得适用其规定，而不与之触背；苟无民法，则他法之条文将繁至不可杀，而犹无以
善其用。
如今者虽颁定商律，然以商法对于民法，则民法其普通法，而商法其特别法也。
各国通例，凡普通法所已规定者，则特别法省略之。
故商法之法文，其言适用民法第几条者不可胜指。
今我国新商律多取材于他国，而未先有民法以提其重要之纲领，故商律虽颁，而窒于用也。
又如今者已编定民、刑诉讼法，然以诉讼法对于民法、刑法，则民、刑法其主法，而诉讼法其助法也
。
助法本以规定主法适用时之次第，东人谓之手续法，主法未立，则末从适用，而适用之次第更何自来
？
今我国未颁民法，而先颁诉讼法，又无怪乎执法之吏视此诉讼法若疣赘也。
职以为，今日中国所最急者，莫如立法事业；而立法事业之最要者，尤莫如民法。
民法者，所规定人民与人民相互之权利、义务。
民法一立，则举国人民受治于同一法律之下，生命、财产得所保障，民乃得安其生，乐其业，无复愤
慨反侧之思，以危及国家，故文明诸国特重之。
彼泰西无论矣，但征诸日本。
日本自明治元年，大权复归于王室。
明治三年，设制度取调局。
其局长江藤新平首取法国民法，使箕作麟祥翻译之，采其适于日本者，而芟其不适者，即认为日本暂
行之法律。
明治五年，江藤氏为司法卿，聘法人布士奇，使为民法草案；未成，而大木乔任氏继之，亦汲汲注意
此业。
明治十二年，特置民法编纂局，聘法人巴梭拿使起草，至二十三年，乃渐告成公布。
其一部即日本旧民法是也。
公布之后，又以其取裁纯在外国，或不适于本国之用，乃别置调查局，由本国法家精审去取。
又历七、八年，至明治二十九年迄三十一年，分三次公布之，即日本现行民法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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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第11辑）》为民国时期最早亦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专业哲学期刊，1927年4月30日
创刊，由研究系之北京尚志学会“约请了三十几位喜欢研究哲学的朋友，任本刊的特约撰述”，核心
为张东荪、瞿菊农、黄子通等。
第一卷为双月刊，第二卷起改为季刊。
有尚志学会的稳定出资，该刊虽迭经朴社、文化学社、商务印书馆、北平书局等处出版，而一直没有
脱期现象。
第三卷起并署发行人为“尚志学会法人”或“尚志学会代表人江庸”，第四卷起明确由瞿菊农编辑。
至1935年3月第六卷第一期，改由黄子通编辑，发行人则署“哲学评论社”。
4月中国哲学会成立，9月该刊二、三合期特发启事声明自六卷起由“黄子通编辑”。
10月张东荪、瞿菊农另创《文哲月刊》，隐有分庭之势。
一年之后始出第七卷时成为中国哲学会会刊，由冯友兰编辑，开明书店出版。
此时学会及刊物核心转为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等人，并逐期刊发年会论文摘要。
抗战后流转西南，第四届年会拖延三年方得在昆明召开。
第八卷更到1943年5月由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至九卷二期均为双月刊。
时排版改为直行，唯金岳霖文“英文及符号较多，用横排”，从刊末起页。
1946年10月11日，第十卷第一期在北平出版，由贺麟编辑，开明书店发行。
1947年8月11日出满六期后，书店发出启事，云“本店与中国哲学会所订印行契约已期满”，刊物事实
结束。
至于中国哲学会，按冯友兰的说法，“解放以后，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新哲学会，原来中国哲学会的会
员转入了中国新哲学会，原来的中国哲学会无形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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