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13位ISBN编号：9787224104875

10位ISBN编号：7224104876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时间：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明远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前言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从初次发表到如今，整整10年过去了。
在这10年里面，曾经两度修订改版、再三重印，虽不是发行数十万的畅销书却也可算作长售书吧。
友人说：“长售即长寿。
”看来这部书是可以流传下去了。
一些高校将拙作列为“教学科研参考书”，并且几乎每年都有评论、文摘陆续发表，还有许多著述对
我的文章和观点加以引用或提出各种意见。
这说明本书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起了应有的作用。
同时，我不断发觉本书存在一些缺陷和错误，还陆续收集到一些新的资料。
    因此，近两年来我决心对于本书再作一次全面的重大的修正和补充。
    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文化人的觉醒时期，是解放个性、弘扬新思想新风尚的新时期。
可将这一时期称作“中华民族的复兴”(但并非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或可与欧洲启蒙运动做对
比。
    满清末年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逐步推行以来，首先在一些通商口岸，过去热衷科举功名“学而优则
仕”的“文人”发生分化，脱胎而出一批志在引进西方学术文艺，以著述、教学新文化知识为生的“
文化人”。
特别在1905年正式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以后，我国的新式学堂(清末称学堂、民国以后称学校)
大量涌现，教学内容开始根本改变；现代启蒙知识逐渐传授开来，现代新闻和出版业蓬勃发展；出国
留学蔚然成风。
文化市场初步形成以后，全国各地又出现一批以专门从事教学研究或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
他们根本不同于过去“读书做官”的旧式封建文人。
前后几代新派文化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个性解放”；他们从事的社会活动，乃是“救亡”与“启蒙
”。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派文化人应运而生，起初数量并不多。
但他们不愧“少而精”，能量非常可观。
新生代的文化人，通过报刊、书籍、学校、讲演等方面不懈的努力，影响逐步扩展，形成“燎原”之
势。
整个20世纪的文化史，也即争取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奋斗史。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这曲折漫长甚至忍辱负重的征途上，先辈传授给我们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是：    自食其力，自行其
是，自得其乐，独立精神(周有光老师的教诲)；    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行为，自由达观(宗白华
老师的教诲)。
    探讨文化人发展史的30年来，由于无数事实的教训，我对于文化与金钱的关系，逐步加深了看法。
至今我获得了这样的切身体会：    金钱乃是培育花果的粪土。
金钱本身是粪土，但是没它不行，一朵花、一棵树，甚至一棵草，要依靠它才能成长起来。
人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保障。
    但粪土本身永远不是花和果实。
粪土(即金钱)只有在培育花果的时候，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愿与大家共勉。
希望对这本书提出各种意见，以便继续修正。
谢谢大家1    2009年11月12日于北京中关村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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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内容简介：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
保障。
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中坚。

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关注，被诸多院校和研究机构作为重要参考资料。
此书历经陈明远先生十年四次修订，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为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
人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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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明远，1943年生于重庆。
写过诗，研究过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明远先生一直尝试从两大角度探讨现代文化人的发展史：一是个体心理学和社
会心理学角度，一是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从而拓展了对文化名人的传记、纪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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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前言 缘起 启蒙起点之一：清末洋务学堂的“膏火银”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发端 洋务学堂并不景
气 同文馆的师资薪水 同文馆的经济生活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务学堂的生活 洋务派学堂的规模和
局限 启蒙起点之二：清末民办报刊的售价、稿酬及版税 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 影响
深远的《申报》 官商合办的《汇报》和《新报》 近代第一份白话报刊——《民报》 《沪报》——从
英商到日商 我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 《新闻报》和“申、沪、新”三足鼎立 报馆街——
上海望平街 编辑有薪金，投稿无稿酬 王韬的经济生活 19世纪中叶上海的生活水平 清末五所大学的状
况及教职员薪俸 甲午战后中国的“西文热” “圣约翰”——从书院到大学 四所公立大学的创办 天津
北洋大学堂的学习条件 北洋大学堂的教师待遇 上海南洋公学的学习条件 南洋公学教职员待遇 两度浩
劫下的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教员薪俸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优惠待遇 京师大学堂的腐败风气 民国初
年北京大学臭名昭著 中西合办的山西大学堂是怎样创立的 清末山西大学堂的发展 此后山西大学几经
改组 20世纪上半叶我国留学生的留学费用 跨世纪的六代留学生 蔡元培“爬格子”自筹留学费用 1902
年王国维赴日本留学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 田汉在日本留学 庚子赔款留学（1909
～1940）的来由 “庚款留学生”的全国考选 赵元任留学美国期间的生活 闻一多留学美国期间的生活
1920年夏衍在日本留学 日本人主考庚子赔款留学生 20世纪20～30年代出国留学的费用 “精神上自由、
物质上贫困”——20世纪20年代留法半工半读的生活 英、法、比等国陆续退庚子赔款赞助留学（1933
～1944年） 庚款留学生考试 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商务印书馆——文化人的出版阵地 
南洋公学与商务印书馆的亲缘 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商务印书馆与作者的经济关系 商务印书馆付给
梁启超的优厚稿酬 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合同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经济自立”的觉
醒 顾颉刚在商务的待遇 每年年终的“花红” 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 1932年日寇炸毁商务印书馆 中华
书局的筹备和崛起 “教科书革命” 中华书局的编辑待遇和作者稿酬 中华书局元勋陆费逵 20世纪上半
叶的稿酬版税——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分成 举世闻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马路 满清末年初订的稿酬
标准 《著作权律》和《著作权法》及其施行细则 民国初年的稿酬和版税幅度 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新
闻出版界的薪金标准 20世纪20～30年代的稿酬与版税 一个典型的版税合同 民国初年书画界润笔 20世
纪30年代周作人用稿酬买地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闻出版界的待遇 报刊稿酬 《申报·自由谈》给鲁迅的
优惠稿酬 新闻出版界具体收入记载 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工资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及从业人员的酬劳 文
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 北京最老的戏园子广和楼 1934年的变化 京剧演员的酬劳 买票看戏 陈大悲创导“
美的”戏剧运动 话剧先行者：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 附一：演习所开办费支出表 附二：暂定职员
薪金表（按月计算） 附三：剧券价目表 南国社：田汉 从照相馆到影片公司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
代电影院 20世纪30年代电影演员的经济生活 电影工作者加入文化人的行列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
的经济状况 20世纪20年代北大、清华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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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看戏买票，理所当然。
但在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北京老戏园子的看戏者并不都买票。
除了军警以“维护社会治安”即剧场秩序为名义的有“弹压席”可坐，公然白看戏外，还有送“红票
”一说，即其人与戏班或戏院有一定“关系”，可以白看。
此外则新闻界与官场，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顺地照例看白戏，这都属于“红票”范围之内，虽凭票入座
，却从不花钱。
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员（所谓红角儿）掏钱买票，雇人捧场。
这些专门捧场的“拉拉队”大都坐在后排或楼上，专为出钱的“角儿”喝彩助威。
有些演员往往靠这种办法招徕观众。
当然，有时演员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人，也会遇上一批专门捣乱大喝“倒彩”的“看客”。
但这些助威或捣乱的人都是不花钱来看戏的，总名之日“听蹭儿戏”。
 吴小如老先生回忆道：“1935年以前，我看戏大抵是向家长伸手要钱买票，或由家长领着同去。
有时为了渴望看到一场戏，便把穿不着的衣服偷偷送进当铺，换取票款，等要穿这身衣服时再把当票
交给家长赎出来。
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呵斥。
1935年我入育英中学读书，只要学期末考个第一名，可免25圆大洋的学费；第二名则免20圆。
我在一学年中因考得好而节省下学费45圆。
这些钱家里照数给了我，我却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戏院进了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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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及其姊妹篇《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在2000年初版后，多次重印，如
今我花费了两年时间，又着手修订，在师友们帮助下做了许多增补。
由于多年来(从1963年起)面对计算机进行研究工作，患有视力下降的职业病，去年就因眼疾住院治疗
，出院后病情又有反复，医生嘱咐我尽量少面对计算机屏幕、少看电视，以保护视力，巩固疗效。
所以修订工作受到影响，延缓了进度。
我心中深为惭愧。
    如今最新修订本终于完成了，想说几句心里话，跟读者们交流。
    这是一部关于文化人的书。
文化人首先是“人”，不是非人。
在1949年中国人欢呼自己“站起来了”，什么叫做“站起来了”？
就是说：有了做人的资格，有了人权。
延安歌剧《白毛女》的主题歌唱得多么动听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然而，不幸我们看到，还有不把人当成人的怪现象，还有把“文化人”打人“非人”另册的怪现象
。
幼年我就听人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叫做“知识分子文化人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
”我当时曾问老师：我是人，不是狗，我作为一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尾巴，我怎么“夹”这根本不存
在的尾巴？
难道学习了文化、掌握了知识，反倒变成狗，反倒不算人了吗？
不明白，实在不能明白！
但是，后来又听一位姓柯的大爷教训说：“这些知识分子文化人就是下贱，一有机会就要翘尾巴！
就要打！
”这下子可明白其中厉害了。
原来他把文化人当成有尾巴的狗，原来他把文化知识当成狗尾巴，不准这尾巴翘起来，一旦敢于翘起
文化知识的尾巴，他就要毫不留情地痛打！
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父兄，都曾经被当成有尾巴的非人，遭到过无数次残酷无情的痛打。
甚至一直到现在，还有些阴暗角落里的恶势力妄图来抓我们的“尾巴”，不把我们当成人！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我是人，不是神”。
我辈当然比不上孙中山先生那样伟大崇高。
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是人，不是狗！
”    衷心感激陕西出版集团、杭海路先生、丁东先生、李向晨先生、周远女士，感激许多师友们，使
得这部最新修订本能够跟读者们见面。
多谢了！
    陈明远2010年于北京，60年少有的严寒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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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蔡元培做了一个当时可称大智大勇的决定：既不求“官费”，也不用老家变卖家产筹划“私费”，而
以在国外“爬格子”著述编译所得稿酬、编辑费自筹留学经费。
    ——《20世纪上半叶我国留学生的留学费用》    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民国初年(1911—1919)这一时
期1银圆的购买力大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50元，合2009年人民币100元。
林纾十几年间的翻译小说稿酬高达20万银圆以上，合1995年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    以1926—1927年为例，那时底片4.5分钱1尺，副片2分钱1尺，洗
一套拷贝约300银圆。
编导演员酬劳均低，女主角日工资4～7圆，或月支200圆，男演员工资更少，配角和临时演员大多义务
参加。
所以拍一部片子仅需4000圆。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及从业人员的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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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经济视角，史料翔实；出版十年，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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