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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ldquo;五四纪念&rdquo;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收录1919-1949年历年有关五四运动纪念与研究
的文章，以展示1949&lt;/span&gt;&lt;/span&gt;&lt;/span&gt;&lt;/p&gt;
年以前各家各派有关&ldquo;五四运动&rdquo;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全书分为新文化运动与&lt;/span&gt;&lt;/span&gt;&lt;/p&gt;
五四运动、五四事件与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与民族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运动、&lt;/span&gt;&lt;/span&gt;&lt;/p&gt;
五四运动与文艺复兴等专题，作者多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政治活动家，其所思所论
对今天&lt;/span&gt;&lt;/span&gt;&lt;/p&gt;
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lt;/span&gt;&lt;/span&gt;&lt;/p&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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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琥  1965年生。
历史学博士。
现任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北京大学校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史
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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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新标准估量旧文化：用新的标准，估量中国的固有文化，是这个运动的特殊色彩。
我们知道判断一件事的是非和价值，要有一种合理的标准。
以前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只有感情的拥护，是不能批评、不容估价的。
现在，我们知道对于中国文化适合人生的一部分，固然要保存，而无用不适的一部分则要改革。
我们用科学态度，现代的眼光，来分别何者为精华，而有保存之价值；何者为糟粕，应当予以淘汰。
以前认为天经地义的圣经贤传，现在却要用科学的度量衡来重新估价了。
从前孟子以为无父无君便是禽兽，现在我们依旧有父，但无君却早已成为事实，而我们并不曾变成禽
兽呀！
从前以为男尊女卑，女子不准有才有学，故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更不准出闺门。
现在用新标准来看，女子的才力，与男子同样的可以发展；男女同是人，女子便应该与男子同样有享
受教育与一切公民权利的资格。
我们不能教四万万中国人的一半，成为装饰品，成为弃材。
举凡这一类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都要放在科学审判台上，来个总检阅。
因为用合理的标准估量全部中国旧文化，便引起了多少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
以前以为是当然的事体，现在用合理的标准来一审查，都变成问题了。
譬如工人问题，以前雇主压迫工人，榨取工人，是认为应该的、当然的，现在便晓得这是最不合理的
事。
凡是过去不合理的制度，我们都要加以严正的批评。
这是新文化运动一贯的态度。
二、新文学表现新人生：关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思想是要用文字来发表的，但是中国传统发表思想的文字，早已过时而不适用了；换言之，中
国已经失去了发表现代思想的工具。
诸位中大概有受过这种痛苦的，就是在书房里先生教你读非明白说文训诂不能懂的经书，当时只晓得
高声大嚷，而毫不明白他的意思。
要学这种过去的文字来写现代的思想，简直是不可能。
所以中国文学界缺少新的成就，只是陈陈相因，气息奄奄。
官厅出一个布告，不是用诘屈聱牙的古文，便是用华丽典雅的骈文，他的本意是要大家知道，而结果
是令大家看不懂。
你要说话却说古人的话，怎样能表现你自己活泼的思想呢？
所以新文化运动便要提倡国语文学，以表现活泼新鲜而切于人生的思想。
举个很普通的例子：诸位把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对着看，到底那一部书有
生气？
陈寿《三国志》中的人物，是死的、单调的；而在《三国志演义》中，则关云长有关云长的性格，孔
明有孔明的神气，各不相同，但各人都是生动的，是活的。
我们以前以为做白话的人因为不会做古文，所以来别开生面，设法取巧；现在说这话的人恐怕少了。
欧洲民族文学建立的过程，也是这样。
即以德国而论，以前德国是宗奉拉丁文的，不但艰深难学，而且不适于表现日耳曼思想。
以后德国由马丁·路德用德文来译基督教《圣经》，使德文普遍化，再由哥德、席勒诸位文学家加以
纯熟化，于是德国的本国文渐渐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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