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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久前，北大出版社编审高秀芹博士跟我说，北大校庆110周年快到，能否写点纪念性的文字出版
。
我有些犹疑，因为写这类文字需要安静的心态，而我一直俗务缠身，难得有闲。
接着就过春节了。
我在享用几天清净的时候，翻阅了近年来我散落在报刊和文集上的一些文字，发现不少都涉及我在北
大中文系学习与工作的经历，也可看到近二三十年中文系的变迁，多少都和“纪念性”搭得上界。
于是一时兴起，从中选择了二十多篇，临时又写了几篇，凑成这本小书。
　　主要是这几方面的文章。
开头几篇是对中文系历史的回顾，以及七八十年代作者求学生活的描述，其中包括对中文系许多名家
的怀念。
第二部分是一些讲演、访谈、随笔，涉及中文系的教学、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以及中小学课程改革
等问题，跟作者近十年来主持北大中文系的工作相关，可从某些侧面看到中文系的学术面相。
第三部分是笔者几种编著的序言，记载了这些年我学术探求的某些思索。
本书以随笔杂论为主，不选学术论著，惟独《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是一篇
长文，收在这里，表示对导师王先生特别的尊重。
　　近三十年来，燕园的五院一直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许多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
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
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的中国文化分量，我们对五院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感
情。
而过一段时间，中文系就要从五院搬家，迁到新的人文楼去了。
这本小册子取名《书香五院》，也是一种纪念吧。
　　我是1978年到北大中文系上研究生的，1981年留校任教，一晃，30年都过去了。
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是和北大中文系联结一起的，其中有那么多的希望、追求、艰辛与欢乐，都
融会在五院、融会在燕园中了。
但愿这些零碎的篇什能多少呈现我们这一代人问学北大的脚印，同时带去对北大的一份感激，一份祝
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香五院>>

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代文学专业教授温儒敏教授近年来的散文随笔录，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北大中文系故人往事的追忆和思怀；第二部分是作者在北大求学、生活、工作的自述
，另有作者在中文系诸次印新毕业等仪式上对学生们的讲话发言；第三部分则是作者对中文系工作和
学科建设的个人心得；第四部分为近年来作者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思考和建设；第五部分则收录了
作者近来在一些重要著作或选集上的序言。
　　本书对北大五院的回忆篇章尤其充满人情味道，文字优美舒缓，特别是描述与当年诸师友求知交
游的细节，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人事回忆之外，书中收录的作者在中文系历次迎新和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则显得语重心长，教诲谆谆，
对今天的年青学子独具启发；而作者长期身居中文教学管理的前端，由此生发出的诸般思索对今天我
国的语文教育乃至汉语建设都独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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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儒敏，籍贯广东紫金。
1969年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在基层工作多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81年获
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
订组召集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等职。
北京市教学名师。
曾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以及华东师大、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法国波尔多蒙
田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语文教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987）、《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1993）、《中国现代
文学三十年》（合著，1998）、《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2005）、《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
（2007），等等，并执行主编新课程《高中语文》教材（人民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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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记书香五院　——北大中文系叙录五院人物写出的与写不出的美丽的东西到处可以捡起来　——送
别敬爱的林庚先生用心血做学问　用生命写文章刘复与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北
大“三窟”我与北大出版社燕园生活开始的祝福　——在北大2002年新生迎新会上的讲话这一刻会永
远珍藏在你们的记忆中　——在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保留一块自己的精神园地　——
致2007届毕业生一封信与友人夜论北大在北大中文系建系9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大学的文学教育与
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人文教育　——答纽约大学学生访谈北大中文系的“系格”“守正创新”与“文
脉”的延续中文系应当讲求“文气”文科博士生培养质量如何把关？
　——答《科学时报》记者问《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前言《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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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香五院　　——北大中文系叙录　　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
在北大问路找“五院”，人家不一定清楚，得问“静园六院”在哪？
因为五院只是6个院落的其中一个，按顺序分别命名为一院、二院、三院，等等。
这样简单的名字并不好听，不像朗润、蔚秀、镜春、畅春等那样能引起各种美丽的联想，所以也难叫
得起来。
不过本系老师同学也都喜欢叫几院几院的。
例如要去中文系，一般习惯说“去五院”。
静园六院在燕园中部，东侧紧靠图书馆，往西是勺园，南边矗立着第十体育馆，三面包围的中间是北
大幸存的大草坪。
十多年前这里还不是草坪，是果园，每到秋天我还进园去买新摘的苹果。
那时最大的草坪在图书馆东边，图书馆要扩建，把草坪占用了，学生抗议，校方只好派人把静园的果
树砍掉，改造为草坪。
六院就坐落在静园草坪的东西两侧，每边三个院落，一个挨一个。
六院中的一至四院建于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
几年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从台湾回大陆访问，特地到一院寻踪，他母亲七十多年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曾寄宿于一院。
燕京是教会学校，学生比较贵族化，每间宿舍只住一人，还有保姆侍候。
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这样东西各三座，显得对称完整。
如今六个院落都是人文学科院系的所在地，自然和这种传统的风格也比较协调。
草坪西侧是历史系、信息管理系（图书馆系）和社科部，东侧是俄语系、哲学系和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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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讲“文脉”，讲学统，不是“摆先前阔”，就是要让“文脉”来滋养当前的教学研究，保持
一种良好的学术尊严，让北大中文系有自由宽松的环境，尽量减少各种对于学术束缚，同时又讲求严
谨治学，保持现实关怀与批判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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