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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源自地位》

内容概要

《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是目前英文世界中一本以北京
大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不同以往的是，作者没有单纯从革命史和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去解读北大
的早期历史，而将北大看作是中国古代太学与德日现代大学的融合体。在近代中国的新旧辩证互动过
程中，知识分子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固守自己的精英主义传统，以北大为阵地教化天下。由此，无论是
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还是不由自主的教授参政，均在其现代的外壳之下，显现出古代士人的精神风
貌。中国近代历史的连续性（而非通常所说的“断裂”）在这里也得到充分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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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Timothy B. Weston，中文名魏定熙，1995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承著名历史学家
魏斐德和叶文心教授。读博期间曾到北京大学访学一年，由萧超然教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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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北京大学之历史定位
第一章 19世纪的学校、政治与改革
第二章 京师大学堂与清末北京
第三章 辛亥革命后的局势不稳与重新界定
第四章 新旧文化之间
第五章 政治的不断介入
第六章 五四运动的内在张力
第七章 被围困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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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源自地位》

精彩短评

1、关于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知识分子和中国政治文化。有趣的选题，想起一位师姐的博士论文来
啦~
2、笔法让我想起《金翼》，掘出的是清末民初的权力结构，处处呼应太学生或言士人论政的道统。
个人将其视为平白晓畅的校史，不觉得诸如“史料不全”或“未言深层原因”是为硬伤。尤其难得在
新颖而不偏颇的视角，很多注引的回忆片段更觉有意思。
3、a very good book
4、北大历史从晚期帝制中国延续到现代中国，交织了传统与变革的因素，这些充分表现在了北大的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
5、美国人写中国史还是有点浮于表面，但是译者文笔很好
6、本书为专精于五四运动之前的北大，探讨了北大为什么出现了五四运动的原因，即五四运动前北
大的教师教工都有政府背景。不过其实到最后的总结也没明确指出权力源自地位的深层原因，莫非北
大背景大，所以五四运动就从背景最大的地方出现了吗？
7、立足于史实论述的梳理，有不少论断有意思，但限于史料的残缺，过于简单了。
8、挂羊头卖狗肉，表面是研究北京大学，实际上还是探讨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问题，关注的是
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如何改造社会。方法上尝试性运用新文化史理论，集中探讨了“政治文化”
这一概念，对北大及其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去魅化解构。指出北大的法统来源自太学与国子监，
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气魄，遗传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决心与理想。因而以北大为中心的一
系列学潮实际上都是北大学人内心激情与反抗的产物，结果都在日趋冷酷的政治现实中碰了个头破血
流。作者有意无意贬低了五四运动的价值，认为这是一场运动史事件而非思想史事件，与中国传统社
会的关系不是断裂而是延续。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大转向。
9、我们尝试过。我们没走好。我们的国家很药丸。我们的知识很糟心。
10、关于北京大学早期历史研究的专著。作者无意于写成一本专注教育层面的校史，而是把北大置身
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北大、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给出北大
在中国超越教育界之外特殊地位的历史渊源。一部北大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变迁史。
11、“是搞学术还是搞政治，这是个北大精神的根本性问题”。而作者写到国民党接管就画上句点了
，或许因为这个问题此后、也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 吧。
12、有點虎頭蛇尾
13、题目很有意思，成果却不尽如人意。是一部不错的北京大学早期史，并对近代知识分子研究有一
定参考价值，但对史实的简单梳理没有给出题目涉及的权力源自地位、中国政治文化等相关问题的清
晰回答。隐隐看到了自己博论的明天。
14、以北大早期的历史为依据，分析北大激进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所谓“北大精神”的
构建，北大自我形象的塑造。只是作者毕竟与中国社会隔了一层，总感觉论述一直无法深入。虽然以
北大为主体的学生运动水很深，但是对与之关联的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太过简单化了。
15、参加了书介会，作者的中文说得好，想想就买了这本书。另一视角看北大看五四，很好。历史的
真实性有限，唯一可以精进的是多方位多角度的描述它、理解它。推荐。
16、朋友推荐的加半星。北大早期历史和清末民初的政府相互作用。对五四的解释和中国人的政治热
情和成熟度理解得比较到位。
17、在近代中国的新旧辩证互动过程中，知识分子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固守自己的精英主义传统，作者
将这种关切集中于北大，在字里行间中彰显历史的延续性。
18、近期我读得最认真的一本书，难得捡起了写批注的习惯，证明鄙人确是精读了。因为我对魏定熙
的北京大学研究内容很感兴趣，本学期内争取写一篇书评，详细地谈谈我对此书的看法，并及读过之
后对该领域相关学术研究所得出的一些思路/判断。
19、听了讲座作者是个挺有趣的人惹。
20、作者的视角和解读都挺好的 读起来很顺畅
21、北大的前三十年，诸多断裂性的变化，后世的“北大精神”在不断的打磨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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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源自地位》

章节试读

1、《权力源自地位》的笔记-第4页

        作为一个富有历史感并被人所公认的符号，北大类似于藤谷高史在其关于日本君主制和民族现代
性的研究中所说的“助记地”（a mnemonic site）。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帮助建立集体记忆的“意义的
载体”，或者是“国家当前取得的成就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的见证”。不过藤谷关心的是“助记地”的
整体功能，即激起人们的国家归属感和对现政权的忠诚。尽管中共也曾试图使北大充当这一角色，但
从未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北大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象征，正是因为多少年来与北大有
关的人和事都在不断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去：究竟公民与其国家之间应
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国家的关注，并在构建一个国家的过去的过程中变得越发重
要。因此，北大不仅没有一个所谓的整体功能，还加剧了——有时是剧烈的——中国人民与统治当局
的持续对立。

这并不是说北大历史地位的形成离得开国家的参与。北大证实由于作为知识分子与国家协调关系的重
要舞台，才得以深度参与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北大有人曾对我讲过这么一句话：“全中国的稳定
看北京，北京的稳定看北大。”这不仅仅是在自我标榜。这种北大中心论含蓄地承认了如果北大不是
有国家的经费支持并位于首都的话，它是不可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
位的。如此看来，北京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应该说是共生的。

2、《权力源自地位》的笔记-第3页

        会议的中心环节是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他的讲话由中央电视台进行
直播，代表着中共对北京大学的官方历史定位。

江泽民无意对北大的过去进行新的阐述。他的讲话反映了共产党一贯的历史观。其内容大意是：北大
之所以如此伟大，正是因为北大人能一直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并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励
下不断为国家做出贡献（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他还引用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
在1925年所写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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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鲁迅后面还有一句话：北大“总是与黑暗势力作斗争”。江泽民称赞北大为中国贡献了最早的一
批马克思主义信徒，以及北大在1949年之前的历次政治与社会运动中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

井然有序的校庆典礼似乎验证了江泽民的判断——激进主义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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