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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听说汤景泰博士的学位论文即将出版，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所以，他向我索序，我也就答应了。
　　自2000年秋季起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在为每届学生所开设的课程中，均有“中国近现代作家
研究（胡适研究）”的选修课，因为在我看来，对当代青年学生（尤其是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
生）来说，阅读、认识胡适的作品并进而理解胡适的思想具有多重意义。
虽说各届学生都对该课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学得很认真，而且作为考试的课程论文也都写得不错
，但在选择毕业（学位）论文的课题时，却往往更关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另一些作家作品（虽然我
对此是表示尊重并支持的），唯有于2008年夏季毕业的汤景泰同学，敢于确定以胡适的作品和思想为
研究对象，尽管他知道，这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的难度明显地超过其他课题。
所以，当年在他和我最终讨论确定这一论文选题时，他对这一选题的学术意义的理解以及相应的表述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听他表示有信心写好论文时，我也就放心了，相信以他平时的刻苦学习
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以及已有的学术训练和前期的学术准备（如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和对相
关学术背景资料的熟悉与掌握程度），是完全能够写出一篇扎实且多有新意的学位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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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00年秋季起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在为每届学生所开设的课程中，均有“中国近现代作家
研究（胡适研究）”的选修课，因为在我看来，对当代青年学生（尤其是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
生）来说，阅读、认识胡适的作品并进而理解胡适的思想具有多重意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作者简介

　　汤景泰，1981年出生于孔孟之乡，先求学于齐鲁大地，后就读于淞沪之滨。
2008年在复旦火学获文学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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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21、22、23号上接连以特大号字标出“山东问题”，
办成了“山东专号”，第22号还附出“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特别附录。
对于陈独秀的积极表现，朋友们都很担心，劝他早日南下。
但陈独秀不听，并于6月8日又发表《研究室与监狱》，表示了誓死的决心。
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①不久，他和李大钊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交由胡适译成英文。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散发这份《宣言》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逮捕。
消息传开后，同乡及好友努力奔走各方营救，其中签名上书营救陈独秀的安徽同乡就有为“新青年派
”所反对的桐城派文学家马其昶与姚叔节。
“国故派”的刘师培知道了消息之后也不顾病体虚弱，积极联系北京各大高校的教授，联名致函京师
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
为营救陈独秀而奔走呼号的也不仅仅是他的安徽同乡和朋友们。
6月13日，《晨报》、《北京日报》率先报道了被捕消息，引起举国舆论的一致声讨。
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转载《北京市民宣言》，15日又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
獗》的述评。
与此同时，上海的各大报纸，如《申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等各大报纸都纷
纷发表消息、评论。
孙中山也向北洋政府代表施压，要求释放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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