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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书
，带
你
重
返
五
四
五 四 运 动 是

20 世纪中国重大
且影响深远的历史
事件之一，认识五
四，如果局限在一
些口号和几个代表
人物，就会导致对
历史的片面认识与
评判。

近年来，关于
五四的出版物很
多，呈现了关于五
四的更广阔的思
考，本版推出一份
有关五四的书单，
回望与反思一百年

前的五四
现场。

周策纵自言是成长于五四余波下的一代
人，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因此，研究五四对他而言，不仅是历史学家的
职责，更是出于个人的情感。《五四运动史》
初版于 20世纪 60年代，于今不废，已成该领
域的经典著作。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
述事件，第二部分作思想分析。他将五四运动
定义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
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
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
动”，其最重要的成就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其
次是社会平等方面的实际变革，再次是推动新
闻出版和文化教育的进步。

《五四运动史》
周策纵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再现了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
时代里，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作者将
五四运动的起点上推至戊戌变法时期，认为戊
戌变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是近代一切事件
和运动的“导火索”。值得读者关注的是，作
者将陈炯明与梁启超、陈独秀一起列为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代表性旗手，是因为陈炯明“真正
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他在广东禁烟、
禁赌、办大学、办平民教育、推行城市清洁卫
生、制定省宪法、维护言论自由、推行自治运
动等，一点一滴地把新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
中，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
相关。“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
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书生小圈子里的笔
墨官司。”

《1919，一个国家
的青春记忆——
重返五四现场》
叶曙明 著
九州出版社

徐中约在燕京大学接受了中国传统史
学方法的训练，到了哈佛大学以后又接受
了费正清学派研究方法的训练，其著作

《中国近代史》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
精神，自 1970年初版以来，一直被列为美
国大学教材。作者身处欧美学界，在本书
中想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
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以超越意识形态、
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
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
公允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
大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
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
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有了客观公
正的历史认知，才不至于在看待诸多历史
与现实问题包括五四时，出现一些与史实
无涉的无知想象与奇谈怪论。

《中国近代
史 ：1600—
2000，中 国
的奋斗》
徐中约 著
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

书中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
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论述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知识分子崛起并进入
主流话语圈的过程。作者从“社会史”的视
角进入五四，主张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社会
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
定位，当时涌现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和试验
并非与五四思想界互相隔绝，而是五四运动
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五四青年对世界改造设
想的自然延伸。对“社会”观念的阐释和如
何把“社会变革”付诸实践，作者认为这是
检验五四知识人是只具备某种思想能力还是
真正具有行动能力的分水岭。

《五四的另一
面：“社会”
观念的形成与
新型组织的诞
生》
杨念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者陈平原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
断与五四对话，认为以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
动，其文化口号和学术思路，皆萌芽于晚
清，谈论五四，必然兼及晚清，陈平原通过

“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
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的“触摸”方
式，让读者看到了许多未曾注意过的历史细
节。有趣的人物与历史背后，我们看到了晚
清与五四两代人如何合力与竞争，完成了中
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触摸历史与进
入五四》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共鉴五四》为刘再复近年来发表的有关
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的合集，以刘再复与
李泽厚关于五四运动的一番对话为序，对话大
略谈及五个主题，虽未详尽，但多言及痛处：
五四之先进、五四之反孔、五四之缺陷、启蒙
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诸子评说。作者认为五四
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人文发现是“发现个人”，
不仅意识到个人的权利，也意识到个人的责
任，于是，在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也
具有自我抑制、自我反省的力量，如同五四时
期胡适说自我也要“担干系”。

《共鉴五四》
刘再复 著
福建教育出
版社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周年。1919年5月4
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
3000 余人在天安门集
合，高呼“外争主权、内
除国贼”等口号，举行爱
国抗议游行。第二天，
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实行
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
进来。运动迅速推向全
国。5月7日，上海学生
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
会抗议。9 日，是袁世
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
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
多学校停课一天，娱乐
场所停止营业一天。6
月 5 日，上海日资棉纱
厂工人带头，许多行业
工人店员罢工、商人罢
市，这是史无前例的大
事。全国各地纷纷举行
了罢课罢工罢市。

1919年5月4日（民国八年），北
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
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
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
是中国教育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
创举……

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
神。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
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实行的时候，
一个个缩头缩颈。比起俄国朝鲜的学生
来，真是惭愧死人啦！唯有这次一班青
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
相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
愤死的也有，因卖国贼未尽除而急疯的
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
造中国的元素。第二，这次运动，是社
会制裁的精神……第三，这次运动，是
民众自决的精神……

——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
神》（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

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
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
漫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将去，这种

“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
敬爱的。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
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
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
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
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
不顾了。

——胡适 《爱国运动与求学》
（1925年）

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
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
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
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
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
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
卓绝地给做成了……但我信“五四”
的根本精神以至口号标语等原都很正
确的，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

——俞平伯 《回顾与前瞻》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在五四运动时期，我还根本不
知道五四运动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
响，是受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
像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领导。我的资
产阶级家庭出身和所受美帝国主义
奴化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的
本质，都使五四对我的影响，仅仅
限于文学方面——以新的文学形式
来代替旧的形式这一点。五四过后，
我更是“闭关自守”，从简单幼稚的
回忆中去找我的创作的源泉，我的脱
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
路，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

——冰心《回忆五四》（1959年
《人民文学》第5期）

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
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
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
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
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
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
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
流在一起了。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
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
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
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
变奏》（1987 年《中国现代思想史
论》） 据《新京报》

五四运动
论述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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