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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刚刚逝去的“20世纪”作总结，似乎是今日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于崛起于艰难之际、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20世纪既灾难深重，又生机勃勃。
时过境迁，不管是“灾难”还是“生机”，其蕴涵的酸甜苦辣，都将成为后人咀嚼回味的不可或缺的
“历史文化遗产 ”。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阅读者最好心存敬畏。
不要说风和日丽，即使是斜阳余晖，也都值得论者认真鉴赏与品味。
有瘩于此，本丛书不取大刀阔斧放言高论的姿态，而宁愿“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似乎有必要提醒笃信“进化”的国人，略为调整视线，俯下身来，流连身边的风景。
对于有心人来说，一枝一叶总关情，细微处，同样可以见精神。
　　不妨借助一本本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的书籍的重新阅读，触摸那很可能早就被历史的风沙抹平的
精神印记，体会先辈们蹒跚的足迹。
相对于有形的政治、经济乃至学术、文化的成果，一代人的“精神遗传”显得不太张扬，故很难被心
境浮躁的后来者所感知。
重读“旧书”，我们不只可以了解曾经有过的知识、信仰、理想，乃至具体而微的心境；更可以通过
其在历史上的“存在与遗失”，理解风光无限且变动不居的世界。
与一般意义上的遴选“经典”不同，本丛书关注的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故必然跨越具体的学科
限制，且兼及著译与雅俗。
选书的标准，在于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力”，而不问是否“藏诸名山，传之后世”。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影响力可能迅速消失，也可能与日俱增，更可能时起时伏。
描述如此奇妙的“书的命运”，并给予恰当而深入的解读，对于测量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与文化走向
来说，也许是很好的入口处。
　　这里有政治家的宏愿、思想家的深思、学问家的博识、文学家的激情，以及普通人的常识与悲哀
。
不管是哪一类，希望均有值得述说的“接受的故事”。
也就是说，书本身的魅力固然重要，可那留在历史上的“长长的影子”，同样令人怦然心动。
　　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常识与大众趣味，借“读书”回顾先辈的足迹，丰富
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故关键在于“ 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断与裁定。
具体的工作策略是：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接受史”的叙述融为一体，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
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生花妙笔”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使“旧书”介入“新世纪”中国人的
精神生活，则功莫大焉。
说到底，书，并非越新越好；人，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
这才有必要不时地回顾历史——包括阅读并未完全过时的好书。
　　 本书收录了陈独秀1915-1921年间的论文、随感、通信，记录了作者的思想历程。
它呼吁民主与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鼓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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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收录的文章起自1915年，讫于1921年，分为论文、随感录、通信三部分。
该书记录了作者的思想历程，它呼吁民主与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鼓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
自1922年出版起，畅销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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