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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饭桌上聊出来的“闲书”。
　　去年3月，北大出版社高秀芹博士来谈书稿，听我讲述当年借住女教师宿舍的尴尬，竟拍案叫绝
，说类似的“筒子楼的故事”，许多北大教师讲过。
那是一段即将被尘封的历史，高博士建议我略做清理，为自己、也为后人，编一本好玩的书。
当时颇为犹豫，因为，此类“苦中作乐”，自己珍惜，旁人未见得能理解，更不要说欣赏了。
　　几天后，同事聚会时，我谈起此事，竟大获赞赏。
于是，乘兴发了个短信，试探一下可能性。
说清楚，这不是北大中文系的“集体项目”，纯属业余爱好，很不学术，但有趣。
作为过来人，我们怀念那些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与校园记忆。
再说，整天跑立项、查资料、写论文，挺累人的，放松放松，也不错。
4月1日发信，说好若有二十位老师响应，我就开始操作；若应者寥寥，则作罢。
一周时间，来信来电表示愿意加盟的，超过了二十位。
这让我很是得意，开始底气十足地推敲起出版合同来。
　　接下来的催稿活儿，可就不太好玩了。
约稿信上称：“文体包括散文、随笔、日记、书信、诗歌、小说等，唯一不收的是学术论文；全书规
模视参与人数多少而定；文章篇幅不限，可自由发挥。
不求文字优美，但请不要恶意攻击昔日邻居，以免引起‘法律纠纷’。
利用暑假写作，10月交稿，明年春天由北大出版社刊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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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北大中文系二十余位教师及家属回忆在北大筒子楼工作生活经历的文章。
筒子楼是20世纪在中国高校中相当普遍的教工宿舍，营造出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态，其居住条件构成了
书中诸多学者感悟人生的重要对象，成为他们塑造文化风格的影响因素。
书中几代学人记述了艰苦的求学治学经历，感人的师友交往，苦中取乐生活场景，读来令人叹息，又
富有趣味，留下了对特殊时期的生动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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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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代序)形形色色“筒子楼”怀念50年代住在未名湖畔的朋友燕园忆旧(1950
—1954)孩子们在燕园成长燕园长屋与迷糊协会世事沧桑话住房湖畔的雪泥鸿爪半间“小屋”旧事琐忆
我与筒子楼我的生命的驿站——20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往事杂议筒子楼的回忆家住未名湖19楼的回
忆我的那间小屋北大“三窟”燕园筒子楼琐忆——从19楼到全斋我们家的八年筒子楼生活“非典型”
的筒子楼故事44楼杂记我在燕园住过的那些地儿筒子楼杂忆末代筒子楼附：北京大学校园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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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燕园里曾经出现过的一大片十分简陋的大通间简易楼，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但在全国院系调整后的头几年，这里却是全校最有活力最热闹的地方，因为这是新北大全校男女同学
主要的居住地区。
这片地区大致从现在的百年大讲堂东边的马路对面(当时电教大楼、光华学院还没影儿呢)，向东南方
向一直扩展到二教、三教、四教周围，东北方向已经快接近现在逸夫大楼的马路边了。
当时这块地方叫燕农园，四教南边的五四操场当时都管它叫“棉花地”。
这些旧称反映了老燕大过去是一所西方体制的综合大学，理工农医文法商，各科都有，甚至还有音乐
系，马思聪曾担任过系主任。
南阁北阁又叫音乐阁，是音乐系学生上课，练琴练唱的课室。
现在灯红酒绿、留学生聚居的勺园，当年却是燕大农学院的水稻实验基地，四周一片田园景色。
　　当时，新北大汇合了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的文理各科教职员工和全体学生，人数骤增数倍，燕园
的学生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以及教职员工的家属宿舍，连同其他一切生活设施，全线告紧，而一切
必须在短时期内全部解决。
否则，秋季一开学，各路兵马一集中，全校势必陷入大混乱。
当时在市政府和教育部的领导下，学校在保证教学方面，首先迅速新建了哲学楼、文史楼、生物楼、
化学楼、教室楼(一教)等一批供学生上课和自习的大楼。
因为是百年大计，这些教学大楼盖得十分讲究，都是与燕园相般配的有宫殿式大屋顶的优雅古典的建
筑，跟燕园过去的建筑浑然一体，不知道燕园历史的人已经很难区分了。
但是，时值建国初期，又加上抗美援朝，由于财力物力的限制，同时也为了抢时间赶速度，学校在生
活设施的基建方面就不能这么讲究了。
在中关园，也就是过去燕京大学的苗圃(也是燕京校长司徒雷登夫人墓地所在之处)，赶建了将近三百
座红砖简易平房，作为教职工家属宿舍。
当时，我因熟悉燕园的地理环境，被派遣负责中关园的迁入接待工作，所以我比班上的同学早一步认
识好些文科的名教授。
中文系的季镇淮、王瑶、冯钟芸、肖雷南、吴小如、章廷谦(川岛)、周祖谟、林焘等各位先生，1952
年都是先在这里落脚的。
除了教工宿舍之外，学校又在燕农园赶建了15栋学生宿舍，灰砖两层楼；同时在现在百年大讲堂的这
一块地方盖了一座可以容纳两千多人站着用餐的大饭厅，这里也是开全校大会和看电影、文艺演出和
举办舞会的地方。
这样，全校师生员工的教学和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有了基本的保障，一切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那时候的这一批学生宿舍简易楼，简单得实在够可以的。
两层的灰砖楼房，每一个门栋一进去，就是由楼梯隔开的左右两个大通间，楼上楼下一共四间，每层
各有一间大盥洗室。
每一个大通间的内部格局都是一样的：一个大通间用不砌到顶的楼板，隔成三格，就跟火车上硬席卧
铺车厢那样，但更为简单。
室内没有暖气，冬天每个大通间配备两个大炉子，煤块儿就堆在楼外，学生还得自己管好炉子，否则
晚上就要挨冻。
大通间每格住8个人，三格合计共住24人，每格四个上下铺的双人床，四张单人小课桌，两个小书架，
每人一个小方凳。
这张方凳极为重要，不仅在宿舍里要用，而且每逢开全校大会、听报告、看电影、看演出都要自带凳
子，免得站着。
丢了凳子，必须想方设法去“捡漏”，找补一个，否则处处不方便。
　　从未名湖畔两三人一间的古典式筒子楼宿舍到燕农园24人一个大通间的简易楼宿舍，就居住条件
说当然是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但就学习方面说却是一个直线上升。
因为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集北大、清华、燕京、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等几所大学的名家名师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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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其教师阵容之强大，课程设置之多样，教学内容之充实，确实处于全国其他高校之先列。
当时，林庚、游国恩两位先生的古代文学史，吴组湘先生的小说分析，浦江清先生的戏曲小说选，王
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王力先生的汉语发展史，魏建功周祖谟两位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高名凯先生的
语言学概论，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岑麒祥先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凡此等等，使我们大开眼界
，其中有许多课程都是当时其他高校还无法开设的。
所以吸引了全国许多高校的青年教师来进修、听课，后来这一大批青年教师大都成为各自高校中文系
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物。
作为学生来自三校的同学也都如此，虽然居住条件都比以前差了很多，但是对知识的渴求，学习情绪
之高涨，听课之积极，政治上的进取心，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说是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P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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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随着校园改造工程的推进，这些饱经沧桑的旧楼，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拆掉。
趁着大家记忆犹新，在筒子楼隐入历史之前，为我们的左邻右舍，为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留-侧影，
我以为是值得的。
　　对于昔日筒子楼的生活，谈好说坏，都不得要领。
你想很辩证地来个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也不是什么好主意。
那是一代或几代人的生命记忆，而且，还连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史或学术史。
我的想法是：先别褒贬，也不发太多的议论，“主此存照”，供后人评说。
　　——郑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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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饭桌上聊出来的“闲书”。
　　汇集了北大中文系20余位教师对筒子楼居住时期工作生活情景的回忆文章。
作者有唐作藩、谢冕、孙玉石、严绍璗、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孔庆东等。
陈平原先生说：“作为过来人，我们怀念那些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与校园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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