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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特点，除了历史与现实对分，再就是论文及演讲各半。
后者既指向“目光”，也牵涉“文体”。
演讲诉诸听觉，需要大白话、新见解，引证不能太多，切忌满篇咬文嚼字、引经据典。
这样一来，对于问题的深入探讨与彻底解决，多少总有些限制。
演讲鼓励现场发挥，一旦说开去，常常“摇曳多姿”，这与史学论文之讲究准确、严谨，不免有些差
距。
还有一点，演讲时，不能假定听众熟悉你的以往著述，且一书在手随时翻查，为了辞能“达意”，往
往自我引用。
单篇看没问题，集中起来阅读，就会略嫌重复。
如此“文体辨析”，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我辩解。
    本书收文十一篇，另加三则附录。
上编观历史，下编谈现实。
至于“远行留‘背影”与“荷戟独‘彷徨一，除表明论述对象及作者心境，还隐含了两个书名，
即1926年北新书局刊鲁迅小说集《彷徨》，以及1928年开明书店刊朱自清散文集《背影》。
如此“拉大旗当虎皮”，主要指向二书的“卷首语”。
《彷徨》无序，引《离骚》句为题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背影》序言提及当今散文大发展：“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
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
”一力主求索，一明辨文体，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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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
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
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入学以及香港中文入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
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
文.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等。
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干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
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当年游侠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著作三十种。
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
集刊《现代中国》。
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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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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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我为什么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 　　附录三　陈平原、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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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远行留“背影”　　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　　——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在晚清学制改革大
潮中，朝野间对于“开学堂，育人才”很快形成共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
“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
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一、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二、保留书院，另外
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三、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
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
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迭经胡炳
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
其问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缥缈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
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藕断丝连”等。
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20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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