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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的故事》

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
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
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     1937年卢
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经历南迁长沙，又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
于1946年10月在北平复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
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的校友和教师有400多位两院院士，中
国人文社科界有影响的人士相当多也出自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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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冕，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
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诗探索》杂志主编。
胡的清，女，出生年月1957年，湖南常德人。毕业于湖南省师范专科学校。历任中学教师，文学编辑
，珠海作家协会秘书长。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月的眼》、《有些瞬间令我生痛》、
《梦的装置》、《童年巴士》、《与命运拉勾》、《雪人》等，部分作品译有英、法日外版本。其作
品曾获1981年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1994年广东省新人新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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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余生也晚，北京大学在沙滩红楼时的峥嵘岁月，只是从师长们的讲述和文章中略知一二。我入学
时，北大已经迁至湖光塔影的燕园了。燕园的旖旎风光和在那里度过的青春岁月，实在令人终生梦绕
魂牵。　　在北大的五年，回忆起来，很温馨，也很苦涩。这里有众多国内外知名教授、专家。他们
在我们年轻学子的心目中是一座座崇高的偶像。有丰富的藏书，有活跃浓郁的学术气氛。教授们的讲
授，也是千姿百态。有娓娓而谈，如坐春风；有出神人化，令人陶醉；有的标新立异，骇世惊俗。当
然，也有的大学者讲起课来，实在沉闷乏味，催人人睡。那时候，确实有点百家争鸣的气候。吴组缃
和何其芳两先生同讲《红楼梦》。吴先生认为薛宝钗和花袭人都很坏，一个如女曹操，奸诈无比，险
恶虚伪；另一个简直像女特务，以出卖别人来讨主子的欢心。而何先生则认为她们都是善良人，都是
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唐弢先生发表《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一文，杨晦先生则主张杂文不是艺术，谈
何“特征”。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的热潮中，杨晦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论关汉卿》中，
认为关汉卿就生活方式而言“跟猪在泥坑打滚的情形十分近似”，引起许多专家的批驳。高名凯教授
主张“汉语实词无词类可分”。王了一、朱德熙等先生不但在学术刊物上与高先生论战，而且在课堂
上展开争鸣⋯⋯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学子，确实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吞食着
知识的成果。　　学生中的社团活动也很红火。北大校园内有诗社、戏剧社、美术社⋯⋯究竟有多少
这样的学生社团，我至今也说不清。只记得每到星期六，大饭厅外面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都是在
昭告某社请某某名家前来讲学的。听这种讲座，也要精打细算，因为太多，必须做出选择。我听过曹
禺、冰心、艾青、雪峰、赵树理等作家、诗人和文艺批评家的报告。有三件事，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
。一是雪峰对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评价。雪峰当时是《文艺报》的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社长。我们都知道他是鲁迅深为器重的：‘左联”领导人、诗人、文艺理论家，曾作为党的代表和
鲁迅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时他已满头白发，神态严峻，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说时间将会证明，《保
卫延安》将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和《三国演义》、《水浒》一样传之后世。尤其令我们惊骇的是
，他认为杜鹏程之所以写出这部杰作，是因为他远离当时的文坛，否则他在公式化、概念化理论的影
响下，就什么也写不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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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都是中文人啊⋯⋯
2、虽然买错了书，不过这本也还是不错的！
3、没有塑料包装，就是很黄，放外面很久的感觉，有点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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