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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因学力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只好绕过了若干人所共见的“伤疤”——比如“文革”中的北大；即
便如此，《老北大的故事》所呈现的故事，也并非总是“风和日丽”。
全书分为四辑，末辑乃书评，涉及北大人物或大学史的写作。
其中《大学百年》和《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二则，是从作者另外的著作转录来。
之所以冒昧重收，因其与《老北大的故事》的写作大有关系。
五年前，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时，买了一册印刷精美的“写真集”《东京大学百年1877—1977）》，
读后感慨良多，曾撰文予以评述，顺带预测“北大百年史”的写作。
至于为金耀基的《剑桥与海德堡》等书撰写评论，不只是因其曾为作者的游览提供方便，更希望借此
探讨将正襟危坐的校史与随意挥洒的游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一为学术思路，一为文章笔墨，二者的启迪，规定了作者今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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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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
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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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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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游侠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著作三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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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引第一辑 北大旧事校园里的真精神哥大与北大北大传统之建构老北大的自画像——“校庆感言”解
读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历年“纪念册”述评第二辑 校史杂说北京大学：从何说起？
北大校庆：为何改期？
北大校名：如何英译？
北大校史：怎样溯源？
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不被承认的校长——丁韪良与京师
大学堂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严复与北京大学第三辑 百年庆典北大的“光荣”与“梦想”作为一种
文化景观的百年校庆有容乃大——答《人民日报》记者问大学有什么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北
大：一个话题——答《新快报》记者问“半真半假”说北大——答《新周刊》记者问辞“校史专家”
说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兼答《北京大学校史》编者再说“北大生日”即将消逝的风景第四辑 大学
书影大学百年——从《东京大学百年》说起“书信作家”胡适之——关于《胡适书信集》学问家与舆
论家——《回眸（新青年）》丛书序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读《剑桥与海德堡》、《哈佛琐记》等
读《（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有感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为了蔡先生的嘱托
——《蔡元培年谱长编》读后“触摸历史”之后《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附录：《北大精神及其他》
序增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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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学教育的成败，与研究所的有无攸切相关，理由是：“一、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于抄发
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大学毕业生除留学外国外，无更求深造之机会”；“三、未毕业之
高级生，无自由研究之机会”。
最后一点，可以略作发挥：研究所之酿成“自由研究”风气，得益者，远不只是“未毕业之高级生”
。
　　此外，研究所的创设，使得时贤协调东西教育方针的思路，有可能得到落实。
表面上，北大拟订的《研究所简章》只提德国、美国的seminar，而只字未及传统的书院教育，不像胡
适为清华研究院所作的设计，强调“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
可这丝毫不影响北大研究所对传统教育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原因是，从京师大学堂蜕变而来的北大，
本就带有较为明显的书院教学痕迹，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出现的清华学堂，不可同日而语。
在课堂讲授之外，强调独立思考，注重师生间的精神交流，这一北大人引以为荣的办学特色，甚至早
在蔡元培长校以前，便已初露端倪。
正如蔡校长所说，民元前的北大，“中学方面参用书院旧法，考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指导之下，
专研一门，这倒是有点研究院的性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
罗家伦在《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中，也提及北大自由研究学风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如师生间
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一部分是京师大学堂的遗留，但到民国七、八年间而更甚。
”从20年代起便成为热门话题的“北大老”，指的主要不是学校的实际年龄，而是相对于“清华洋”
而形成的气质与风神。
创设“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研究所，借此沟通东西学术，正好对此“北大老”之“老”字
，作了正面的诠释。
　　有趣的是，北大1922年创办研究所，原定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但实际
上只有国学门名副其实。
三年后，清华学校创办研究院，同样“先开办国学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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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北大的故事》以1998年3月江苏文艺版《老北大的故事》为主干，兼收2000年1月上海文艺版
《北大精神及其他》的若干文章。
具体情况如下：新书第一辑乃江苏版（（老北大的故事》的第一、第三辑，那原本就是两篇连载的长
文，所谓“分久必合”是也；同时调入第二辑中的《老北大的自画像》和《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
以及《北大精神及其他》中的《北大传统之建构》。
新书第二辑除调出二文外，其余照旧。
第四辑删去《轶事之外的辜鸿铭》《学者小说的魅力》《大学者应有的素质》三文，补充若干《北大
精神及其他》的文章。
第三辑全部取自《北大精神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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