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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五四”（包括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的专著和论文，近些年来接踵而至，真有点“
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它们多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梳理，力图全景式还原历史“现场”，于客观冷静叙述中显示各自对五
四运动的态度。
除了继续前一阶段反思、质疑五四“激进主义”，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诸如对梁漱溟当年提出的
“学生事件赴法庭办理”、“学生去遵判服罪”的主张激赏有加，为复古派代表人物林琴南的竭力辩
护，予以全盘肯定，乃至彻底否定五四先贤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等等。
不管这些观点怎样的见仁见智，对“五四”研究视域的拓展和反思视角的转换，都是值得欢迎的学术
新景观。
　　本书是作者对其博士学位论文《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研究》的增修。
何玲华博士经过多年思索和准备，不仅补充了许多重要史料，而且新写了两章，更在不少关键之处深
化了原有的论述。
她虽能汲取各家之长，注重返回历史“现场”，十分关注相关群体及个人，但又不为时论所左右，而
是立论集中，专题性强，以《新青年》以及《新潮》、《每周评论》等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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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原典的《新青年》，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在历史语境中审视: 同人反"传统"问题研究》以重返历史现场方式，着重对《新青年》同人“反传统
”问题加以全面客观审慎的考察，在揭示其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以来励精图治自新自强的社
会潮流一脉相承性的同时，尤其凸显了《新青年》同人在反传统问题上“同而不同”的历史情状，对
其所蕴含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基质予以充分张扬，更对传统是历史文化的凝聚与流变的本质进行揭示，
进而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民主与科学需要以历史的情怀和思辨的姿态，不断走近与走进《新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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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玲华，广东德庆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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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初名《青年杂志》，主撰陈独秀。
因刊名与当时上海青年会的《上海青年杂志》相近似，招致纠葛，在发行人群益书社陈氏弟兄的再三
劝说下，陈独秀始将《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更名为《新青年》，该名称一直沿用至1922年7月1日
终刊。
兴许是因为诞生于风云际会的民国之初，《新青年》之“变”，继“刊名”之后，其编辑形式和著者
队伍也在不断地“变化”。
应蔡元培的邀请，陈独秀1916年抵北大长其文科，《新青年》1917年正式迁到北京，同年8月出至第3
卷第6号，休刊四个月。
其间，陈独秀一直为主撰。
至1918年1月复刊，出第4卷第1号，开始实行编辑集议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
鲁迅等参与编辑会议。
1919年1月，改行轮流主编制，从第6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
辑。
1920年夏，陈独秀到上海筹建共产主义组织，杂志社也随之迁回上海。
从同年9月初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仍由陈独秀编辑，1922
年7月第9卷第6期休刊，共刊出9卷54号。
　　编辑方面如是，著者方面也颇相近。
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一书中，对此方面的情况有着较早的研究与揭示。
即：（1）上海创刊时期：首卷主要撰稿人陈独秀之外，还有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高语罕、潘
赞化、谢无量等，从著者相关情况来看，《青年杂志》最初是一份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的同
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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