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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8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四大台柱”的推动下，《新青年》杂志从四卷一号
起转型“复活”为六名北大同事轮值编辑的同人刊物，直接启动了新文化运动，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国
的命运。而随着《新青年》同人的内部分化，陈独秀开始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并且把《新青年》回迁上
海，结束了这份同人刊物的短暂辉煌。本书大量运用档案、日记、回忆录等材料，试图还原《新青年
》杂志内部的运作状况和人际关系，呈现《新青年》同人从志同道合到殊途异路的历史真相，并进一
步在比照对撞中反思“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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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主要著作有《民国红粉》、《民国底色》
、《谁谋杀了宋教仁：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中国话剧史》
、《曹禺：戏里戏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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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新青年》杂志的编著记录，以及其编者陈独秀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人为此而
起的种种合作与纷争。文人意气，往往难以长久成事。文笔方面，书中叙述较琐碎散漫。
2、我觉得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尤其是对历史不是很清楚的人来说。
3、书名应改作  胡适与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如此方名实相符。 史料扎实，可惜夹杂个人情绪且政
治倾向之逸笔丛生，严重影响阅读。  治文学之人转攻历史，并不仅仅是铺陈史料那么简单。 
4、很扎实的治学文本，本来想打五星的，但是眼见着作者本人纠缠于“某籍某系”的雾霾中无法自
拔，思量再三还是减去一星。
5、史料方面都还不错，不过写法上有问题，读起来很费劲，写历史不是史料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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