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1229

10位ISBN编号：730114122X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北大出版社

作者：杨早

页数：230

字数：2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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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

内容概要

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必须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
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
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
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
关注。
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
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入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
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
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
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
延伸。
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
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入之谈论“
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
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
相对于诗人的感伤、客子的怀旧或者斗士的抗争，学院派对于曾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的描述与阐
释，细针密缝，冷静而客观，或许不太热闹，也不太好看，但却是我们进入历史乃至畅想未来的重要
通道，必须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欣赏。
    本丛书充分尊重研究者的眼光、趣味与学术个性，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
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
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讨论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偏于艺术或文化。
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我们全都“虚位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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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1995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2005年先后于北大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
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览、当代文化研究等。
曾发表京沪白话《沪报的白话报：启蒙的两种路向》、《五四时期北大学生刊物比较、《北报纸对日
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新世纪文学：困境与生机》等论文。
著有《纸墨勾当》《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编有《话题2005》《话题2006》。
《话题2007》《沈从文集》，《汪曾祺集》等，译薯《合肥四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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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基本思路与研究布局正如本书题目表明的：“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除了
梳理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环境。
重点在于凸显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登场”之间的关系。
研究时段大致从晚清北京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开始的1 904年前后，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旧思潮
论战。
本书讨论的是一个跨领域的史学命题，使用的学术资源与以往的思想史、报刊史、文学史、文化史均
有所关联．写作思路是以历史描述的方式将资料重新整合，从“新文化运动与北京舆论环境之问的互
动”的角度，为这段历史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试图弥补以往研究的某些盲点和空白。
就思想史层面而言，本书试图打破“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窠臼，将新文化运动与其发生地的城市特
性、舆论状况、民众启蒙程度等联系起来考察。
报刊史的梳理则将关注眼光从相对“先进”的上海报刊调整到清末民初的北京，不仅仅强调北洋政府
摧残舆论和机关报纸的政争党见，同时也关注北京舆论从清末至民初自身发生的变化，它们对外国新
闻理念的接纳和学习，从政党性报纸向商业性报纸转化的过程，以及它们如何调适政治性和公共性之
问的矛盾。
对于文学革命与新思潮，侧重于考察其核心内容在向外界传播时采用的话语策略与发生论争后自身姿
态的调整，以及外部舆论对它们的挑战与回应。
原来的研究计划曾将对狭义的五四运动即街头政治、社会运动纳入考察范围，一方面展现知识者群体
与北京民众的直接交流．另一方面通过北京各报纸对街道运动不同的报道角度和评论姿态，描述舆论
环境与街头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希望比较京沪两地不同的舆论环境对五四运动发展进程的影响
，进而讨论舆论参与对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格局的变化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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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关键词。
写博士论文这个事，关键词就是“规矩”，选定题目、搜集材料、开题报告、调整方向、预答辩、答
辩，一步步都各有轨范，马虎不得。
更别提漫长的四年之中无数次运思、讨论、辩难、重写、增删、润饰⋯⋯这注定是一生中写得最辛苦
的一本著述，因为它的拟想读者．不是芸芸众生，也不是学界同行，而只会是那些学术场的守门人：
导师及答辩委员会诸委员。
难怪陈平原老师总将博士论文比喻为进入学术界的入场券。
因此，在这篇论文将付梓之际，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我的导师陈平原教授，我用了七年时间向他学
习如何进行文学与历史研究，这必将影响我一生的路途选择。
其次，我必须向参加过我的开题报告、预答辩与答辩的孙玉石、温儒敏、夏晓虹、商金林、方锡德、
王得后、刘勇、王中忱等诸位先生，致以深深的感谢与敬意。
他们严苛的要求后面，其实蕴藏着对后学的宽容。
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吴晓东、王风、陈泳超等诸位学长．他们或有意或无心的点拨，让我获
益匪浅。
读博期间，偶尔出外开会或访学，多有前辈师友，予我裨助，在此也向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台湾大
学梅巧玲教授、中山大学任剑涛教授致谢。
博士论文所需材料，泰半取自北大图书馆旧刊室，亦当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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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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