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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内容概要

《五四风云》内容简介：我们可以说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等研究系要员是五四运动的赫尔墨斯，
而其教父是蔡元培、总司令是陈独秀，其先行官是罗家伦、傅斯年、段锡鹏、匡互生、张国焘等学生
代表们，但事实上，谁都不能完全左右这场运动的走向和结束方式，因此，我们最好把五四认定为一
个群起性爱国主义运动。在政治上，五四运动是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继续；在文化上，五四运动则
是清初三先生——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冯桂芬、郭嵩焘、郑观应——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这
一脉努力“开民智”的自然结果，或者叫中国的文艺复兴。
《五四风云》着力于再现五四的现场细节，追寻其来龙去脉，并揭示五四主要人物的历史命运；当言
不尽意时，采撷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补充之。
在写法上，《五四风云》不避烦乱，不贴标签，力求简单地把一个个人物和故事串起来。主要依据各
类回忆录酌情去取.同时注意有趣味的逸事琐闻，但并不过分强调叙事逻辑的圆满，也不着力塑造性格
分明思想一贯的英雄。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偏于事，下编偏于理，或者说上下两编是五四一个故事
的两种讲法。希望读者能够叩其两端而竭焉，从中看到的并不是自己被灌输的，或仅仅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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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作者简介

1973年生于邳县，北大中文系91级本科，00级研究生，一直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作为一名文化保守主
义者，文章主要散见于《文汇读书周报》《信息时报》《中国图书商报》等多家媒体，编撰《中华美
德书》《美德沉思录》《美利坚开国三杰书》《我，小时候》等图书多种；另策划出版《沉思录》《
热爱生命》《美德书》《汉唐精神》《北大文学讲堂》《牌戏人生》等图书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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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书籍目录

上编　救亡篇　日本，狼来了！　《二十一条》之秘　皇帝梦，袁世凯蚀了命　武夫当国　中国专使
折戟巴黎　五四之“火”　放，不放，是个问题　北大，成为一座监狱　从天津、上海蔓延全国　五
四，政治性的胜利下编　启蒙篇　从黄宗羲到康有为，图自强代有其人　维新与革命的二重奏　苏报
案革命开花　孔子能救我们吗？　蔡元培整肃北大　分途漫漫⋯⋯后记：永远开放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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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章节摘录

插图：“梁启超的文章有没有道理？”杨度回答说：“你们去问问乡下老百姓，谁不希望真命天子出
世？若就大多数民心而论，实际上是赞成帝制，反对共和的。现在改变国体，原是顺民心的事，有什
么可‘异’的呢？梁氏个人偏见不足以影响民意。”袁世凯拿出四万元的支票让严复写文章驳斥梁启
超，严复虚与委蛇不肯出力。蔡锷在北京，却和那些赞成帝制的军官打成一片，逢人便说：“我先生
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去管管你先生？”蔡回答说：“听劝，转得过脑筋
来，还是书呆子吗？既是书呆子也不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此后便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八大胡
同里，逛窑子，结交名妓小凤仙，大家一起打牌，听戏，吃花酒，显得很堕落胸无异志。开始不明就
里的蔡夫人看不过去，规劝几句，蔡锷借机加以演戏，和夫人闹别扭，开始吵打没完，反反复复，袁
世凯派朱启钤等来劝了数次，终归没有结果，最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蔡夫人便草草整理行装离开京
城回四川老家了。此后蔡锷和小凤仙公开出入，招摇过市。他一边在劝进的军官中也积极地签了名；
一边瞒天过海，9、10月间，蔡锷把自己的一些得力部下都调过来，又打发回去了。袁世凯到底不放心
，就派几个人偷偷去搜查蔡锷寓所。蔡锷早把电报密码本子转移到天津梁启超卧室了，所以他们什么
也没有找到。袁世凯怕露马脚，不得不又把这几个钦派强盗灭口。蔡锷本来患有失眠咽炎等症，此后
开始托病。一天，蔡锷和小凤仙逛完公园，径直到前门，经过那里的使馆界直接上火车到天津去了，
住进天津一家医院，然后草书一封，向老袁告假。袁世凯的侦探自然忙开了，蔡锷佯装不知，与小风
仙只是耳鬓厮磨，胡吃海饮，不时外面仍做汗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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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后记

五四，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并非一种结论所可涵盖。这是本人执着于写作本书的前提和理由。也许五
四精神，大家如雷贯耳但总又不甚了然；对五四运动的各类纪念性著述不算太少，但似乎总又千人一
面。能够激发我们回到现场，去想象那个时代的可能性，以汲取历史教训启示我们理解自己当下处境
和生活的著述，的确不大易见。本书目标即在此，至于能够实现几分，读者自己说了算。五四运动究
竟有没有主使人？目前的历史教科书认为五四是由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发动的；当时主掌政
府实权的安福系政客认为是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鼓捣的，他们抓不到研究系把柄时便推诿教育部，当
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备受当局指责；在国际上因美国公使芮恩施等公开同情五四学
生，把五四运动和中国民众对二十一条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反抗联系起来，因此日本便认定五四是美
国暗中挑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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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媒体关注与评论

古今中外，无论是周易、孔子、玄奘还是王夫之、鲁迅，无论是苏格拉底、耶稣、马克思还是尼采、
鲍德里亚，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要继承的遗产，不是结论，不是教条，而是他们的
抱负和认识世界、“知汝自己”的方法。　　——蒙木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
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日可杀者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
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　　——康有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
它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
，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　　——梁启超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无以复加矣！
⋯⋯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若今为永久之觉醒，
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　　——蔡元培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
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　　
——罗家伦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自家
前途，自家新生命，全在循固有精神而奋斗，离开不得这里一步。　　——梁漱溟大好河山，任人宰
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
⋯⋯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　　——吴佩孚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
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要使我们国家
十四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
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　　——【美】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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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编辑推荐

《五四风云》是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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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精彩短评

1、五四运动的权威之作，很详细，全面
2、书不错，内容挺好，就是文笔青涩了点，建议喜欢看小说的朋友掂量下。
3、老公喜欢读的范畴，好像还行吧。
4、空洞无物。 没有历史的挖掘，所以很难在逻辑理解54的真正原因，主角和广大民众在历史上的处
境和抉择。
5、看了孔庆东的博客，发现了这本书，今天刚收到，没怎么看，大概翻之，书印刷和装帧都不错。
五四风云在历史中湮没的时候，需要一种挖掘和重新思考。
6、初见时的惊艳，后来有点鸡肋⋯⋯
7、卓越哥，有点公德心其实不是什么坏事。我是有点吹毛求疵，但是拜托你的胶水粘好一点撒！书
还是不错的，有几段比较的惊艳，但是不如王树增的《1901年》和《南渡北归》系列。
8、老老实实的书 没什么新东西
9、单单史料堆砌，没有思想，语言小说化，过渡也不自然，三联出这样的书让人失望
10、对于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来说，未尝不是一本非常具有可读性的书~
11、书不错，看了看目录，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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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精彩书评

1、非常希望知道爱书者爱史者的意见。敝帚自珍，毕竟自己写了两三年的书，原备90周年前夕推出，
却因我儿提前降生，所以一拖到了2010年。感谢一直鼓励我写作的忘年交、老学长傅惟慈、张玲老师
，感谢一直关注这本书写作的苏元女士；感谢同行戴俊总编和张天罡、董保军为出版该书所做的努力
。不久前我的导师从香港来电，问我该书进展如何，实在让我有些赧颜。去吧，《野草》连同我的题
词——我特别喜欢《野草》的题词，向鲁迅致敬，尽管在五四中我没有突出他的地位；但他无疑是对
我影响最深的中国作家。
2、——读蒙木《五四风云》在中国现代史上，大概没有一个话题能够像“五四”那样如此持久地受
到人们的关注和评说，却又如此持久地众说纷纭，歧义丛生。“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1919年9月，
蔡晓舟、杨亮功二人合编的《五四》一书就已面世，此后有关这场运动的著述便层出不穷，到今日恐
怕“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了。然而，层层叠叠的叙述似乎不仅没有澄清反而模糊了我们的视野，
关于“五四”有太多难以统合的异见，甚至在最基本的事实层面上都无法达成共识。政治家出于意识
形态建构的论述姑且搁在一边，学者的一家之言也不妨存疑，现在要求得一本文字清通晓畅、事实清
楚明白、条理清晰连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五四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蒙木先生的这部
《五四风云》庶几可副我们的期望。“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转折性的重大事件，头绪繁多，影
响深远，要想讲清楚其前后的来龙去脉，洵非易事。而历来对“五四”运动的叙述和评价，又常常是
就“五四”论“五四”，初衷或许是要强调“五四”的独特意义和重要地位，但被从绵延不绝的历史
脉络中抽离出的“五四”，不仅面目会失真变形，还容易受到种种外在话语的扭曲和干扰。本书的最
大特色，便在于将“五四”放置到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从晚清一路讲来，如舟行于峡谷溪流之上，
扬帆顺流而下，步步皆是风景，最终自然汇聚到“五四”这股澎湃汹涌的洪流中。全书分“救亡篇”
“启蒙篇”上下两编，这自然是借用了李泽厚的概念，但作者不过是方便地借以结构全书，用作者自
己的话来说，“上篇偏于事，下篇偏于理”，话分两头，各表一枝，追溯“五四”在政治运动和思想
启蒙两条线索上的源流，后一条线更是上溯到了清初三大儒，如此自然纲举目张，血脉贯通，读到中
间，“五四”便有呼之欲出的感觉。这样一种“线性叙事”自然也有滑向某种“历史目的论”的危险
，似乎前面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为“五四”这出大戏作铺垫，作者显然对此有所警觉，他并不想建构一
个完整的“五四叙事”来表达某种历史观（如作者自己所说，“并不过分强调叙事逻辑的圆满”），
而是时刻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叙事基调，在追溯源流时努力去容纳多条线索，多种声音，让它们相互间
产生碰撞、呼应和对话，如此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我们理解五四时代，就不能把五四简单地
等同于民主与科学，等同于陈独秀、胡适名下的学术分支。那个大时代是一首交响曲，我们必须同时
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人也纳入进来，形成一个共同的遗产。我们在这遗产中
并不是为了简简单单地挑几条自己心仪的口号，而是要把整个遗产进行综合盘算、分析和吸收。”（
第307页）这种开放的胸襟和视野贯穿全书始终，它使得全书一扫过去“五四”叙事中常见的高头讲章
式的说教气息，让读者重新领略到了“五四”特有的驳杂、喧嚣和元气淋漓。时下通俗历史读物正大
行其道，戏说历史的风气似乎又有重新成为时尚的趋势。《五四风云》既是为普通读者而作，在描写
若干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时也会选取一些趣味性的材料，出之以略带谐谑的小说式笔法，以增加书的
可读性，何况那个时代本身就是如此精彩。然而在根本上这本书却与那些趣味性的历史读物判然有别
，作者的宗旨和情怀毋宁说是极其庄重严肃的。他是要让读者借助此书回到历史现场，“去想象那个
时代的可能性，以汲取历史教训启示我们理解自己当下处境和生活”，为此他不惜打断叙事的节奏，
大段地引录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使读者得以亲手去触摸原初的历史碎片，用心可谓良苦，不过对读者
显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作者看来，众声喧哗的“五四”中的每一种声音都包含着丰富的启示，
值得后世的我们细细去倾听。作者坦言“五四的核心理念是自由、科举、民主、共和”，但是同时也
珍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所包含的思想遗产。这种貌似老生常谈和中庸之道的立场，一面显示了作者
的开阔胸襟，一面也透露出平正朴素的淑世情怀，后者或许是更接近“五四”之核心的东西吧。今天
我们已经见惯了否定“五四”的故作惊人之语和纯粹技术层面上解构“五四”的时髦论调，《五四风
云》却提示我们在“常识”和理性的层面上回归“五四”精神的可能性。“五四”精神是什么？它对
于当下的我们还有何意义？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并没有给出答案，作者所做的，正是要读者借助这本
书去自己思考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五四”是一段绵延至今的历史，“五四”是一个永远开
放的话题和论域，它不断吸引着人们探求和思索的目光。这本书便是“五四”那持久生命力的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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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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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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