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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从一场运动（“五四”那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一份杂志（《新青年
》）、一位校长（蔡元培）、一册文章（《章太炎的白话文》）及一本诗集（胡适《尝试集》）入手
，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
作者借鉴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借助若干意味深长的细节、断片、个案，来钩稽并重建历史，强调
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才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全书史料的钩稽与细节的描述相映成趣，读者不难在这两者的张力中间深切体会"五四"那代人所处的
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及学术思路，读来饶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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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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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获全国高校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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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二等奖(2006)，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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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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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文本中见历史细节处显精神第一章　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  一　关
于“五四运动”  二　五月四日那一天    花开春日    集会天安门前  　受气东交民巷  　火烧赵家  　夜囚
警察厅　三　如何进入历史？
　四  回到“五四”现场第二章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  一  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
”  二　“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  三　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  四　文体对话与思想草稿  
五　提倡学术与垄断舆论  六　文化资本与历史记忆第三章　叩问大学的意义——作为教育家的蔡元
培(孑民)  一　“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  二　北大传统的另一种阐释  三　老北大的艺术教育    美育而
非美术    社团而非院系    从音乐研究会到音乐传习所    中乐与西乐之争    博雅传统与“爱美的”第四章
　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    一古文的骄傲与白话的先驱    二令人神往的“
提奖光复，未尝废学”    三深思独得与有感而发    四  白话文的另一渊源第五章　经典是怎样形成的—
—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  一　删诗事件  二　老朋友的意见  三　学生的建议  四　二周的眼光  五　
胡适的自我调整  六　经典地位的确立第六章　写在“新文化”边上——旧纸堆里的新发现  一　失落
在异邦的“国故”  二　在巴黎邂逅“老北大”  三　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  四　八十年前的中学国
文教育之争附录一　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附录二  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附录三  台湾版《触摸
历史与进入五四》自序附录四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英译本序引用及参考书目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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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锄奸，游行学生并没真正准备“手枪炸弹”（据高师的匡互生称，他们有
此设想，可并没弄到手）。
晚清之侠风高扬，暗杀成风，国人记忆犹新。
民国建立后，政府严禁会党活动，谴责政治暗杀（起码表面上如此），而“宣言”之放言“手枪炸弹
”，与其时之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两份主要文件的微妙差别，隐约可见学潮中的不同声音。
　　从步军统领李长泰的劝说看，当局最担心的是引起国际纠纷。
显然，政府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学潮的巨大能量，以及可能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后果。
也不是学生使用计谋蒙骗当局，游行一开始确实显得比较平和。
如果不是被激怒的学生临时转向赵家楼，“五四”那天的游行，大概也不会出什么大事。
可所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无不充满各种变数，随时可能改变方向。
更何况，学生中还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
不只李统领预料不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及军警也都没想到会如此急转直下。
这才能解释何以曹汝霖已经知道街上学生的游行口号，仍没感觉到危险，参加完总统的午宴后照样回
家。
　　学生之所以集会天安门前，因此处及西侧的中央公园，乃民初最为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
天安门附近，明清两代均为禁地。
民国肇兴，方才对外开放，东西长街顿成通衢。
“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
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钜丽，乃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
”②民国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选择中央公园；至于大型群众集会，则非天安门前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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