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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的故事》

内容概要

本书为陈平原“大学五书”丛书中的一本。
作者将众多零散的关于老北大的私人记忆集合起来，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加以辨析、阐释与发挥
。借助若干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 “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
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考察，将关于校庆的诸多“好话”与“老话”作为解读
对象， 试图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地图”上，寻找真正的“北大之精神”。除了凸显史家的眼光，更希
望引导读者走向历史深处，思考若干重大问题。
除了侦探校史上扑朔迷离的“故事”，更是认真剖析建构光荣传统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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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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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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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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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的故事》

精彩短评

1、这部书写就以后，985工程就开启了
2、历史还是太多了。我发现我不怎么能看得进去历史，总是隔着时代，就容易产生隔阂。倒是很多
现实问题我愿意去直面。
3、旧书重印。许多篇目当年在《读书》看过，只是印象不深了。用一个晚上和一个早上翻阅一遍。
同时借来的还有《权力源自地位》，有关北大早期的研究专著。两本书对比起来读还挺有意思，就像
陈平原在书中所说：有三类著作可以充当游览大学的向导，一是简明扼要的大学简介，二是资料翔实
的校史，三是学者撰写的随笔。《老北大的故事》尽管做了很多研究性工作，但仍然应该归于第三类
；而《权力源自地位》，尽管不是官方校史，但却是名副其实的研究性专著。
4、2017年读完的第一本。陈老师这本书所收都是旧文，不过再看时还是颇有收获。
5、陈平原老师这本书提供了很多著作和人物的线索，所以作为一个开端开始下面的工作。真正着手
去做史料收集的工作，才体会到随意提及任何引文和观点都是下了很大功夫去搜集和求证的。面对淹
没在民国和北大的新的一年，祝自己好运。
6、先生一贯的清醒自省，在书中多有呈现。只是本书的内容前后略有重复，小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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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的故事》

精彩书评

1、每个学子心中都有一个北大梦文/方木鱼每一个潜心求学的学子心目中都有个属于自己的大学梦，
而北大，无疑是追求者众的女神之一。而实际上，依着教育的规律而言，能够有幸一亲芳泽的始终是
少数，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北大在莘莘学子心目中的魅力，反而因其爱而不得而引得那些无数学业上的
“登徒子”越发引颈受戮。《老北大的故事》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陈平原先生的著作，在书的腰
封上，陈平原先生说，“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这不是一本
新书，确切说，这本写于90年代的书这次得以“大学五书”之一的形式重新出版，足见其在读者、作
者、出版社心目中的价值之高。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被批复建立，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当时这一
事件所引发的出版和阅读热潮，在尚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庆里面更是首屈一指的，而在这一出版
热潮中，最具影响力的图书便是是陈平原教授的《老北大的故事》。全书共分为四辑，第一辑《北大
旧事》，陈老师从一个教师的角度叙说了《校园里的真精神》、《哥大与北大》以及北大传统的建构
。第二辑校史杂说，则述说了北京大学、校庆、校名、校史、传统。第三辑，百年庆典，主要是陈老
师答《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新周刊》、《北京大学校史》等各大报刊杂志的专访。第四辑
，大学书影，则是各大图书里与北大有关的各种著作，言论以及精神。关于大学的人文教育，陈平原
老师有着自己的理解，他曾说，“读书”不如“授业”，“授业”不如“从游”。这个观点引起我的
深深共鸣，只读万卷书，而不行万里路，或者没有动手能力，没有真正地遇到过各种事情，真就只能
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了。40年代初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教学的理想描述是：“学校犹水也，师生
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
至，不为而成。”在本书中，我还发现了我的老乡，兼我写作路上的心灵导师，季羡林先生不为人知
的用心用力做学问的事迹：“季先生晚年视力极差，还要寻找有关资料，以便撰写新著。几次劝先生
收缩战线，先把手头已有的书稿改定，先生总说‘不忙不忙’。去世前两年，先生忽然说，教了一辈
子文学史，还没写过关于小说方面的论文，应该补一补。于是，让我们代买大字本《西游记》，然后
戴上眼睛，配着放大镜，开始重新研读――那年，先生八十有二。”而北大之所以拥有不衰的魅力，
也许便是因为了这一位有一位德艺双馨的学人吧。
2、老实说，不了解神一样的清华与北大，也更对文化名流的过往轶事知之甚少，翻开《老北大的故
事》这本书，纯属机缘巧合。其实作者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讲老北大的历史。说是讲历史好像也不
确切，因为没有顺序年份，而是泛泛而谈随兴所至的轶闻和史实。他不是要为北大作传，而是对北大
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之后的舒放传播吧，他是北大人，永远是北大人，所以他心中对北大有骄傲的。所
以作者的核心还是挖掘北大的内在精神、外在发展和内外兼容的历史足迹下的才子佳话。民间传联北
大和清华不和。我对这个不关心。反正我也进不了北大，更进不了清华。对北大和清华连到此一游的
决心都没有。你可以理解为我自卑，我承认。如果有机去北看一看，回来了也未必有好梦，我还是选
择搁置。但真不是不想去看北大和清华，而是没必要那么强势的形式化，随缘而已。说不定某年我的
亲戚中有人走进了清华或北大呢，这样的缘份我是不拒绝的。就像遇到《老北大的故事》这本书，我
不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的。其实没看多少的时候，就有一个大收获。那就是搞明白了清华与北大的最显
著的差别。清华以理工科据长，学风最盛，学生的层次都差不多，最突出的最差劲的学生都会被同化
成清华特有的“一般化”学生，学生们的个性化发展是不如北大的。北大的文科比清化牛，还有北大
的特色学生以及从北大走出来的特色人物，那是超越清华的。文化名流，各种奇葩人才的培育基地应
该是北大才具备的标签，北大的学风最自由，有的教授甚至不阅学生的卷，所以在北大混毕业那是最
容易的。北大是难考进但超容易出来。如果我是学生，我还是选择北大好了，并且北大有清华男最艳
羡的各种个性的美女。可惜我只能意淫一下因为我没有选择权。当然水木清华也不是盖的，常看新闻
联播的人都知道，那么多的国家领导人都出自清华哦。百年北大是真的很美。从五四运动开始，北大
就承担了不仅仅作为一个大学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北大之于中国，那种精神和人文之丰厚，是不
一样的。还记得北大学生游行时打出的横幅“小平您好！”吗，以往在电视画面中看到这一幕，都会
为北大深深折服和点赞！百年北大， 折射着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教育的光荣与梦想、屈辱与遗憾。
北大的各个角落哪怕是一棵树都有着诱人的逸闻，叫人如何不念着想着北大呢。《老北大的故事》没
有故事脉络，但却讲的是北大的故事，而且史实和引用极其丰富，作者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下足
了功夫的，并且是毕生的积累吧，他不循时间顺序，以无形胜有形，循北大人文足迹和自身的体触，
为我们讲述老北大的人文和精神及轶事。北大虽好，当北大的校长，管理这样一所名校，真不是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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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的故事》

易的事。这是我读了《老北大的故事》后的一点感叹。
3、但凡名校，都不缺故事。老北大尤甚。说北大“老”，其实百年有余，比起剑桥、牛津等，时间
上差了好大一截，但论起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波澜，北大相较任何名校其资格都够“老”，且老北
大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颇能彰显北大人的精神气质。这类故事吸引陈平原进入。本着学者的严谨，
同时兼具感情色彩，陈平原力图在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
，所思所想因缘得而汇之成书。这卷《老北大的故事》分了四辑，末辑乃书评，涉及北大人物或大学
史的写作，前面三辑则分别谈北大旧事、校史杂说与百年庆典，溯古抚今、追思望远，要寻摸的不单
是故事，更是蕴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史线索。陈平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当年的“素描”与几十
年后的“追忆”，竟无多大出入。为何如此？这说明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借用钱
穆《师友杂忆》所言：“能追忆者，此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老
北大的烙印不随时间流逝而磨灭，成为无数学人的“生命之真”。老北大的故事恰是在众口传诵中得
以流传。老北大人写的文章最多，留下的史料最翔实，自然而然在中国大学研究史占了重要一席，其
他学校的史料乏善可陈，因此缺少研究的对象和方向，但它们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故事之所
以为故事，难免有所讹传。陈平原注重返回现场，还原故事的本来面目，于其中发端精神寓意。今人
谈论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时之宽容大度，常有以礼聘梁漱溟为例证，“考生变教授”的戏剧化场面实
乃虚构。还有辜鸿铭任教北大的故事，其实辜鸿铭早于蔡元培任职北大，这一故事亦多有谬误。当事
人都曾多次澄清，故事依然“顽固”传播，陈平原解释说，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
而是蕴涵着温情与想象，传闻虽则失实，却也颇有几分神似。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策略，是稳住阵脚，
同时加聘新派人物（如陈独秀等）。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因此对旧派人物亦包容，对新派人物
则多有扶持，其实是有所倾向的。乐于传诵蔡元培包纳异己之雅量者，必须同时考虑其坚持原则时的
倔强与不肯通融。史家少有提及后来辜鸿铭最终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蔡元培没有因政见不
同而排斥异己，但作为蔡元培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不应该如此截头去尾。陈平原任职
北大，他有着身为北大人的骄傲，更有着对北大清醒的认知和担当。陈平原发现，历年北大出版的纪
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则大多是褒奖和怀念。笔者细想，这大概
是有点自家人可以关起门来提意见，却不许在外说坏话的意思，所以要注意这些文章的立意所在。各
种回忆录、校庆感言等，后人也必须注意附着的当时场景。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
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此句出自先生1925年的《我观北大》，常被人引来盛
赞北大，但我们应当明白，先生以客卿身份于校庆二十七周年之时撰写本文，言辞溢美乃是习俗，并
不能全然当真，先生在文章末尾就预先声明，以后再不写纪念刊，因为，“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陈平原批评北大在学术研究上多力所未逮，常因政治思潮的热情而影响学业，并非学生正途，对于
蔡元培治校上的自由散漫等弊端，陈平原亦不讳言，反而提醒公众须多注意北大（包括京师大学堂）
历任校长，如孙家鼐、张百熙、严复和蒋梦麟等人的功绩。北大校庆百年盛典，鲜花掌声，锦绣灿烂
。陈平原却说：“单说光荣不够，还必须直面耻辱。”老北大真精神之所在，当于此话中发人深思。
国人以北大为荣，又常因北大建校时短为憾，如冯友兰、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家都曾努力论证北大是
“汉唐以来太学的继续”。论说是否确当，自有专家考辨，而北大到底是“老”是“新”，抑或又“
老”又“新”，想必人人心中都有一份答案。如需转载请新联系本人，谢谢。
4、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
窃窃私语的湖边小路上的恋人，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这即是《老北
大的故事》一书中对于北大的描绘。虽然没有荣幸考入北大，但是我曾不止一次踏进北大的校门，感
受这所学校的力量。北大是一所传奇的大学。无论是她的教师还是学生，无论是她的风景还是教室，
都让人有一种立刻产生严肃安静的氛围的力量。北大是一所安静的学校。她从不浮夸，从不张扬，总
是安安静静的做学问，无论是教授还是扫地工，都是那么安详与淳朴。北大是一所珍贵的学校，她有
这悠久的历史，出了许多著名的校友，也有许多传奇活着美丽的故事和传说。她让我们心驰神往，也
让我们肃然起敬，她让我们喜欢，更让我们崇尚，与其说她是一所学校，不如说她是一种精神。这本
书，讲了北大的校史，北大的校庆，北大的人物，北大的书籍，细细的将北大的点点滴滴一一道来，
让我们真正认识北大。就像书中说的，百年北大， 折射着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教育的光荣与梦想、
屈辱与遗憾。入口处是一则诱人的逸闻，出来时却很可能满脸灰尘。书的作者用他渊博的见识为我们
讲述了北大的精神，就像他说的我所深感兴趣的，不只是北大校史，更包括前人对于北大校史的叙述
与阐释。校史上扑朔迷离的“故事”固然值得侦探，建构光荣传统的“神话”，同样值得认真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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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感受北大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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