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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与都市想像》内容包括现代中国的文学、半部学术史，一篇大文章、新
教育与新文学、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以及中篇：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
中国大学百年、大学之道、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现代中
国都市研究、“五方杂处”说北京、城阙、街景与风情、长安的失落与重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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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
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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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北
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
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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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
学东渐》等著作三十余种。
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一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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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  现代中国的文学　　半部学术史，一篇大文章　　一、学者为何自述　　二、自传与自定年谱
／　　三、“我与我的世界”　　四、“诗与真”的抉择　　五、“忏悔录”之失落　　六、“朝花
夕拾”与“师友杂忆”　新教育与新文学　　一、“虚文”之不可或缺　　二、“文学史”的意义　
　三、“桐城”与“选学”之争　　四、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一、同
人杂志“精神之团结”　　二、“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　　⋯⋯中篇　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下篇
　现代中国都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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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奏定大学堂章程》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巨大差别，不只在于突出文学课程的设置，更
在于以西式的“文学史”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
后者对“词章”课程的说明，只有“中国词章流别”六字；前者则洋洋洒洒两千言，除总论性质的“
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外，各门课程均有具体的提示。
如“历代文章源流”：“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历代名家论文要言”
：“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周秦诸子”：“文学史家
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汉魏诸子亦可浏览”。
　　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
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
“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
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摹本。
此前讲授“词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
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
《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此有所解释：大学“勿庸课习”诗赋，中小学又有“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
多占时刻，，的规定，①长此以往，不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诗文在西式学堂这一文学承传的
重地，已必定日渐“边缘化”。
诗文一事，虽说“诵读既多，必然能作”；但学堂之排斥作诗，将文学教育界定为“文章流别，，之
分疏或“文学史”的讲授，我以为，此举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
　　西式学堂的文学教育，不再以《唐诗别裁集》或《古文辞类纂》为意，那么，学生该如何在茫茫
书海里获取所需知识？
总不能再要求他们在《四库》《七略》中自己求索。
时人比较中西教育之异同，对外国学堂皆编有“由浅入深、条理秩然”的教本，大为欣赏，以为可省
去学生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
②可是，一到具体落实，依旧阻力重重，尤其是大学文科教材的编纂。
　　1898年，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孙家鼐，便主张“编书宜慎也”。
“西学各书，应令编译局迅速编译”，这点孙家鼐没有异议；至于中学，经书部分“仍以列圣钦定者
为定本”，史学诸书则“前人编辑颇多善本，可以择用”。
但这一说法，明显不能成立。
中国人之自编适应中小学学制需要的近代意味的教科书，始于19世纪90年代。
④至于尚在创设阶段的大学堂，哪来“颇多善本”的教科书？
其实，孙家鼐担心的是，教科书的编写，使得“士论多有不服”。
以教科书的编纂比附王安石的“创为三经新义，颁行学宫”，以为会导致“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
，④孙家鼐明显误解了西式学堂里教科书普及知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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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文学学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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