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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言
第一章 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
一、缘起：对《新青年》研究者的“事后”质疑
二、名刊：在现代性焦虑中生成
三、“金字招牌”：在文化品牌与商业品牌之间
第二章 “文白之争”的历史悲情：传统母语的非正常死亡与现代汉语的失调——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
看《新青年》现代性焦虑的残酷
一、文化社会学：《新青年》引发的“文白之争”
二、现代性焦虑：《新青年》“历史”叙事的发生
三、历史悲情的扩张：世界语的吊诡
四、现代性与传统：历史的循环
第三章 启蒙的偏至(上)：“内圣外王”与新文化元典思维模式的确立
一、中华文化元典精神与士人情怀
二、近代文化启蒙与中国古典传统
三、《新青年》：在《新民丛报》与《甲寅》之间
四、在“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之间
五、伦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伦理化
第四章 启蒙的偏至(中)：陈独秀领衔的新文化元典与“内圣外王”的再现
一、超越与回归：“新青年”时代的思想症候
二、现代与传统：陈独秀领衔的启蒙潮流
三、求同与存异：同仁之间的思想互助
第五章 启蒙的偏至(下)：新文化元典与“内圣外王”的演绎
一、“内圣外王”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二、陈独秀与尼采：个人化时代的精神个案
三、“人生真义”：“自利利他”平衡机制的再度倾斜
四、从人伦伦理到政党伦理
第六章 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与《每周评论》
的衔接
一、研究之研究：“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学术之争
二、“问题与主义”：思想文本的隐形格局
三、“导师”与“学生”：两种知识体系的相对凸起
四、从学理型政治到政治型学理：“问题与主义”的历史演绎
第七章 《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考察
一、《新青年》之前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考察
二、《新青年》主导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
三、《新青年》同仁思想谱系的哲学透视
四、《新青年》个人与国家关系思想的集束与辐射
五、《新青年》思想谱系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闪断与整合
第八章 现代性空间的开拓——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新青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一、“三反”：一个“超人”时代的到来
二、“超人”的渺茫：个人主义的困境
三、“人力车夫”：来自弱势群体的心理感应
四、强权与公理：人道主义的变奏(Ⅰ)
五、强权与公理：人道主义的变奏(Ⅱ)
六、强权与公理：人道主义的变奏(Ⅲ)
七、“新理想主义”：强权的终结与公理的落定(Ⅰ)
八、“新理想主义”：强权的终结与公理的落定(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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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理想主义”：强权的终结与公理的落定(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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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好书好书行了吧
2、张宝明，《新青年》文学、思想方面很有研究，赞。
3、受不了——因专业而乏味，或是因乏味而专业。放回书架不读了~！
4、不一样的文学解读
5、该书论题很多，缺少深入，但的确新论频出，在沦为资料考据和个人拼贴理论期刊研究的年代，
这本书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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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新青年》杂志与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探解    ——读张宝明《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
褚金勇在五四研究领域,近年来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对《新青年》杂志的研究。《新青年》杂志作为激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元典和重要思想文本，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演进展现了最原始、最
真实、最生动的面貌。思想论争的短兵交接，思想谱系的渐趋生成，思想群体的结合分化等都曾在这
里倾情演绎。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启蒙思想文本在20世纪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历史回响。因此，研究《
新青年》对今天我们百年历史的反思和现代性之路的探索也不无现实意义。该杂志的研究成果现在已
有相当的积累,如何超越前人独辟新径,是研究者面临的难题。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宝明的《多
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敢于面对这一学术难题，以《新青年》杂志为个案，从多维视野对该杂
志同仁思想演进之逶迤曲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翻新解读，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新文化元典提供了富有
启发性的思考。该书是在多维视野下对《新青年》杂志进行的全方位的立体交叉研究。作者以福柯知
识考古学的理论为基础，“围绕《新青年》上发生的启蒙的演变以及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论述，从而
解释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多副面孔的实际流程，或说现代性在这里发生的原委曲折。”（4页）作者撇
开抽象、笼统的叙述，从知识经济学、文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多角度对《新青年》所发生的具体
思想现象进行新的考察和深入剖析，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把握《新青年》杂志这一思想文本。读
完全书，给人的强烈感觉是这本书的思想厚重之感。张著在充分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
的问题,不仅表现出学术眼光的敏锐,也显示出思想的精密深邃,在当今日渐浮嚣的学界可谓少有的沉潜
之作。该书重点是思想谱系的梳理研究，它立足于对《新青年》文本的细读，着眼于还原历史、解读
历史，所有论断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勾陈之上。然而书中文字并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史料堆积，在文章
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深情。而且颇为幸运的是，作者学术履历熔
铸文史，对中西思想哲学也有深透把握，因此该论著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能够彼此补充、相得益彰，
既有史料考辨的扎实工夫，又有思想提升的理论意义，读来颇有意趣。全书大量运用《新青年》杂志
等原始资料,表现了作者对原典文本的重视和掌握材料的功夫,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独到的解读与自觉
的问题意识。在自觉的问题意识引导下,那些纷繁芜杂的史料在作者调兵遣将中呈现出微妙的变化，显
示出别有洞天的深刻意义。比如第一章《从知识经济学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作者从
《新青年》杂志创刊前陈独秀写给《甲寅》杂志的信中挖掘被遮蔽的历史真实，原来当时的陈独秀生
活处境艰难,他创办《新青年》隐含着亟待解决的生存需要。又由于当时报刊杂志都受市场因素的制约
，杂志出版合作人难以寻觅，所以陈独秀才夸下海口：“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值得
称味的是作者对汪孟邹回忆当年事时“竟”字说法的分析，更见其问题意识的敏锐自觉: “汪孟邹后
来‘介绍他（陈独秀――引者注）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
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当事人在回忆中一个‘竟’字可以说大有深意。它不但流露出出版者
的风险意识，也道出了陈独秀费尽口舌、信誓旦旦的背后的隐情。要知道，在出版业如此萧条的年代
，主撰者不与出版商精诚合作、捆绑经营、出谋划策，商家是不会免费提供‘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
主张’的平台的。”（8页）由此线索追踪下去，作者梳理分析了《新青年》的分化以及南下与北上
之争等事件，运用充分信实的史料考察出“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原来有一种割舍不断“金字招牌”情
结在作祟。如此种种都触及了学术研究界尚未为人注意到的问题，可谓大大超越和刷新了以往对《新
青年》杂志政治说的研究结论。 张宝明先生是近年来继李泽厚、姜义华之后思想启蒙研究的又一领军
人物，他长期触摸《新青年》思想文本，曾主编《回眸〈新青年〉》三卷，十余年来无论“春夏秋冬
”一直孜孜不倦地耕耘在这块园地上。因为其论著以思想性、当代性、前瞻性见长，海内外学者已把
他列为具有代表性和自我研究定位的新锐人物。前几年他出版的《自由神话的终结》( 上海三联书
店,2003)一书主要梳理探讨20世纪启蒙思想的阙失,虽然篇幅不大,不过是百十页的小册子，但见解独到
、精彩纷呈，曾风靡学术思想界，很多学者论著把它列为参考书目。经过数年的积累,《多维视野下的
〈新青年〉研究》可以说是作者对20世纪启蒙思想史研究纵深而有机的延伸，正像作者在“前言”所
说,“对《新青年》的思想演绎进行深度梳理，以期寻找到现代性演进的思想路径。在某种意义上，这
是对20世纪思想史的一次源头和深度的挖掘和梳理。”（4页）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拘泥于《新
青年》杂志对各种思想谱系进行成败的分析和优劣的判断，而是从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的进程来论
述新青年派同仁的思想事件和历史意义的。比如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分析，作者的立意并没有停
留在孰胜孰负的判别上。他认为“两争”“作为启蒙思想史的一桩公案，它没有孰胜孰负的结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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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有孰对孰错的判断。其中没有任何一方自愿放弃自我立场，他们呵护思想独立阵地的争鸣表明
，‘先知’在走着一条‘见异不迁’、‘见贤思齐’、‘认识自己’（苏格拉底语）的学术路径。”
从此意义上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思想史上一次双赢的典型论争个案。”（185页）作者挖掘历
史上“两争”“学说争鸣、思想互补、真诚理解、宽容对方”的真相，用意在于为今天学界公平地进
行学理论争、学术争鸣提供一个历史参照。（166页）由此我们也会明白作者在文章中常说的“再现过
去不为过去而过去，我的立意在于关照现在，映照未来”的良苦用意。纵观全书，张著从《新青年》
这一经典文本出发考察启蒙思想萌动的环境、姿态、演绎与流变，意在探索该杂志与20世纪中国现代
性演进成败得失的关系。诚如作者所言：“现代性，是隐含在《新青年》文本中的历史真实⋯⋯选择
这样一个题目有点‘小题大做’了。不过，就我个人理解《新青年》上映照出的“现代性”，无非也
是与传统相对的价值和心理。现代、现代的、现代性都是在统一意义上运作的。民主、科学、个性自
由、思想解放、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等也无不彰显着现代性的内涵。”（3-4页）此言非虚，《新青年
》杂志提出的种种命题，是一代启蒙先驱熟读中国之后而凝结出的思想火化，也是中国现代性演进历
程中必须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当然作者也没有把《新青年》时代简单浪漫化，他在书中多次指出，
《新青年》同仁在现代性的焦虑下表现得深刻而又激进、理性而又情绪、进步而又偏执，因此在启蒙
携带着现代性降生的一刹那就夹杂着残缺、偏至的病灶。由此作者提醒我们在共享现代性的同时，要
对其招致的致命的“自负”与“偏至”予以充分的提防，毕竟现代性的两副面孔潜存于时间空间的每
一个角落。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深入剖析梳理《新青年》所展现的思想谱系的分和斗争，挖掘蕴藏
于杂志之中的现代性思想资源，检讨现代性的焦虑下带来的启蒙偏失，诸此种种都是为了给中国现代
性文明演进提供一个可自借鉴的意义注脚。承上所论，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经历的梦幻与沧桑来看,《
新青年》杂志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从《新青年》杂志来审视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问题的确是
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这也正彰显出《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我想这部著作的出版一定会有力地推动《新青年》杂志研究和启蒙思想研究走向更加深入。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从张先生独辟的多维研究方式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课题，有些问题
读来也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似乎还有进一步展开的余地。由此我们也期待着张先生在《新青年》和启
蒙思想领域的研究上有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出现。200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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