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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代人看自己的前辈，如果背景相差很远，对有一些人的行踪是难以理解的。
以书本的教条去要求前人，是现在的学者常常犯的错误。
有时看历史人物的评价，差异是那么巨大，所以当我也想品评别人的时候，就有忐忑不安的一面，不
知道怎样下笔。
过去也有过妄谈历史的毛病，自知有些滑稽。
但毛病依旧，那也是没办法的了。
比如最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信仰什么的时候，精神上便易呈现出单纯的色调。
钟情于安那其主义的巴金，沉浸在佛学里的丰子恺，其文本都不那么复杂。
学术研究好像也是如此。
有驳杂的学人，也有单纯的专门家。
单纯也许不深刻，没有丰富与深切感，但那清晰的思路与思想的张力，往往给人以深深的印象。
这样的看法对吗？
于是便想起拿历史的人物做个案的分析，想来想去，便想起了李何林先生。
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缘起。
李何林先生是鲁迅研究这一学科的奠基者，接触新文学的研究者差不多都知道他。
许多年来，他的几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一直被人们所提及。
我曾读过一遍《李何林全集》，特点是鲜明的，那就是终身在鲁迅的背影里，以阐释鲁迅为己任。
在年轻的时候，新文化的各种思潮吸引了他。
应当说，他是从各种思潮的交锋里注意到鲁迅的。
第一次接触他的那本《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时，很佩服其史家的眼光。
材料是丰富的，有的内容现在的青年人已不了解了。
通过这一本书，我相信能捕捉到文化的脉络。
此后他对现代文学史和鲁迅文本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
而且其基本观点已渗入到文化领域，一个学科由于他的努力，终于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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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新文学史家李何林及其学术业绩为考察对象，采取知人论世的研究态度和20世纪中国文学
整体观的学术理念，抓取李何林学术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通过文本细读、材料举证和理论
思辩，对这一“典型个案”的标本意义进行了言必有据、细致绵密、新颖独到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
，以见微知著的方式使学术史上的李何林集中、明晰起来。
同时，在“新文学史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这一总体框架和较为开阔的历史视野下，全面彰显
了李何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始人之一的重要地位，论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草创、生成的曲折
性和必然性，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提供了相关的背景资料、理论依据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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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学友，1964年3月生，河南辉县人。
198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分别获得文学硕士和文学
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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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开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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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四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时代，按照王富仁的归纳，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化主要由这
样几大分支构成：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教育文化，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报刊文化，以胡
适为代表的学院派文化，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现代革命文化等。
他还进一步对这几大分支的逻辑关系作了阐发。
王富仁认为，必须重视蔡元培及北京大学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贡献，重视新文化运动的多种构成。
因为蔡元培的特殊经历和资格，他的“兼容并包”主义，使他能把一切足以扼杀学校文化的政治、经
济、权力因素封闭在学校之外，把所有有用的社会人才和信息都能引入到学校，这是一个现代教育家
的基本能力和责任。
他把陈独秀聘请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把《新青年》也带入北大，并以“兼容并包”为之提供思想自由
的空间，这样，依靠陈独秀的现代报刊文化（《新青年》）及其横向传播方式的开放性、社会性，才
能使北大教授的思想、言论直接发送到社会上、知识界，容易造成广泛的舆论影响，从而打破北大文
化的封闭性，纵向传授性。
其结果是，北大文化通过《新青年》的传播渠道，使自己的雅文化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性、现实性，《
新青年》依托北大，又使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在社会上具有了较高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而胡适的白话文倡导和尝试，则为陈独秀的报刊和蔡元培的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语言载体，并借助报
刊，迅速流通到社会，体现其价值和意义。
所以，现代教育、现代报刊和白话文三者的结合，才能促使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产生连环效应。
但是，如果没有鲁迅的白话文创作，则胡适的提倡白话文，陈独秀的提倡文学革命，将没有实质性内
涵，没有血肉和生命力，因而缺少光彩；因为五四精神如什么是个性解放，什么是奴性⋯⋯等，只能
通过鲁迅的作品才能深切感受到，而且异常清晰。
是鲁迅打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他对新文学的贡献远非新青年同人所能比拟。
同时，也必须看到，《新青年》使鲁迅焕发了文学青春和生命力，没有新青年，任何一个渠道都容纳
不了庞大的鲁迅系统。
同样，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是借助于《新青年》这一载体，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革命色彩的
重要思潮之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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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想就本书的写作缘起再做一点补充和说明。
这本书是我研习新文学史家李何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当初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经考虑过以“李何林论”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对于我的选题设想，导师刘勇教授非常认可，只是认为内容有些宽泛，不如改为“李何林与中国现代
文学思潮研究”，这样容易把握些。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以此为主线，设计了颇为周详的开题报告。
为了给以后的写作预留空间，我还有意识地在开题报告的基础上扩展外延，使之在体例和框架上更为
接近“李何林论”。
在写作过程中，由于心态放松，思路也随之打开，仅专论李何林的学术代表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
潮论》的内容就已经超过了20万字，而这部分内容在开题报告所设定的研究计划中仅占二分之一。
此时，交稿时间临近，再论及其他问题显然来不及。
为保持论文结构的完整性，经导师同意，最终将题目定为《李何林研究》。
论文得到了以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
孙郁老师在评议书中说：“对李何林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切的研究，在国内还是首次。
本论文⋯⋯第一次全面地阐释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艰苦过程。
⋯⋯应该肯定地说，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在学人与文学史的关系框架里，作者贡献了自
己特有的思想。
”论文中的部分内容已经或即将在《鲁迅研究月刊》、《南开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
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还在他那点击率极高的博客中，对我发表在《粤海风》杂志上的文章给以充分的
肯定。
我很清楚我的实际水平距离这些鼓励有多远，但这些鼓励给了我足够的信心和动力，促使我再接再厉
，把原先开题报告设定的没有完成的任务接续下去，撰写这样一部全方位介绍、展示新文学史家李何
林及其学术业绩的专书《李何林论稿》。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何林论稿>>

编辑推荐

《李何林论稿》编辑推荐：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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