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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知识人》

内容概要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制度。这项宣布虽然酝酿已久，来的并不意外，但是仍然截断了千年来士
子们“学优则仕”的通衢大道。没有科举制度的约制，民国时期的学制五花八门，所谓“读书人”的
内涵也大大改变。有的学门得到崇敬，有的学门相对式微，在不同时空之下有不同显现。
民国时期的新式学制讲究精通外语，掌握理工科技。多半的村塾与县学提供不了相关的师资与学习条
件，乡镇里的英才不得不走上离乡就学的道路，许多少年在母亲的泪眼中踏上征途。省会大城的思潮
往往跟乡下相左，乡镇精英学成之余常常隔断了自己回乡的道路。
大都会的生活对许多青年人来说并不写意，上海尤其突出。新式出版物图文并茂地描述理想家庭与物
质生活，然而都会空间层次分明，知识的取得未必保证上升的道路。进城是许多内地精英的期待，城
市生活也是许多失望的开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器物不断传进中国，其中印刷机以及照相机在上海得
到广泛应用，这些传播科技的产业化大大地改变了都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互动。我们谈新知的传播
以及国家民族共同意识的凝聚，不能不谈广告与宣传、口号与传单、教科书与公众仪式，以及手稿善
本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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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知识人》

书籍目录

目录 · · · · · ·
写在出版之前
第一讲 “废了科举之后”
第二讲 踏出乡关
第三讲 “进城”
第四讲 文明场域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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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知识人》

精彩短评

1、总体上来说较浅。第一讲的第二个提问我看了三遍，确认提问者说的是民国废除了科举。。。无
语。第二讲可能是因讲座时间限制，对近代知识人求新讲得太浅，知识人由家乡到大城市从而获取新
知这样简单的观点也没必要用故事来说明了，起码应梳理一下各种思潮、地方社会情形与知识人思想
的互动。 第三讲中较为感兴趣的是叶文心略提到的近代金融业因民族主义获得正当性，与自己的论文
略相关，有空可对此稍微展开阐述一下。第四讲提示了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小知识分子。
2、第一篇讲民国大学的最好看，后面几篇就有点呵呵了，把复旦党委方面领导的发言也收进去就有
点那啥了。
3、启发大于实证，提出的问题多于解决的问题⋯⋯书中提出的很多观点与看法值得深入研究。授人
以渔
4、在这里看完的第一本书居然是某校的讲座稿。
5、也太单薄了点吧，很能理解为什么把贵旦领导和支持人语的讲话也编进去了，不然可能都凑不够
一百页
6、太浅了，而且有些地方有硬伤。提问部分可以看出旦大某些研究生与闵大荒的水准相差无几。
7、也许因为是整理的讲座发言稿，讲得有点浅了，很多问题都没有深入的探讨。
8、社会科学方法下“标准的”知识社会史研究
9、看过《上海繁华》的可以不用看后两篇了。照片证史也要警惕摆拍。
10、点到即止，不够深入。
11、叶文心的书这是读过第三本了，真的蛮喜欢伊讲故事的腔调。
12、这样说的话，我倒愿意成为一个知识人了。或者愿不愿意，我都是一个知识人了。
13、第二讲的空间结构和时间建构的分析不错，第三讲的上海都市的社会史分析也不错，第四讲关于
知识人或知识工作者的分析让我想起罗志田“边缘知识分子”的论述，第一讲似更偏介绍一点，感觉
关于科举制结束的相关分析还是更喜欢罗志田的论述。关于知识人的论述似还可参考。总体偏重社会
史
14、这部书是叶文心复旦讲稿的整理本，在这部书中，叶文心除了对于民国知识人的社会方面的讨论
，剩下的更多的是对于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正如很多人看到的，本书的第一讲质量最好，后两讲更像
是一种社会史描述。也可以看出海外汉学逐渐从政治史、思想史转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路径。
15、对在租界内活动的中层人士的解读很好 ，近代中国一点一点的改变都是有影响有深度的。终究是
讲座，太浅了，但启发挺多。
16、這本書通識性質太重了，比較淺。有點泛泛而談。用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連布爾迪厄本人
都不提也太照顧聽著聽眾了吧。
17、提出的一些問題有啓發性。但畢竟是講座的整理，與著述還是有差別。
18、比之汎森先生少尽了几分心⋯可能是探讨内容浅尝则止,回应也未能深入⋯不过还算悦读⋯话说,竟
然猜准了后两场的主持人⋯
19、几篇流于表面的讲座稿，浅+硬伤+无体系，基本没有正面回答观众提出的任何问题，令人失望。
20、倒是用来给大学历史与文化做教材挺合适
21、点到即止。“点到”有见，“即止”乏力。
22、我听过第一场，然而，只有林、章二人的语气，四人及当日拥挤的场景，及林时之谣传，还记得
。第二场也听过，看内容就极为熟悉。||原本展读以后以为会很糟糕，但是看起来还可以啊，就是不
够清楚细致。
23、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理科的原因，思维比较框架化具象化就觉得第一讲框架十分清晰做了很多笔记
，而后几讲则像是泛泛而谈没有多大启发⋯
24、即作为讲座记录，亦不为佳
25、总体来讲因为是讲座报告，所以大多点到为止，没有深入。其中第一章介绍大学分类的比较好玩
，第二章里施存统的故事也很有代表性，反倒是第四章最值得深入的关于现代性与文明场域的内容没
有深入讨论就有些遗憾了。事实上，民国时期一般知识人背井离乡进城求学最后又无法再回故乡的心
路历程，和今天的大学生也有几分相似。可当做很好的休闲读物。
26、讲话稿，点到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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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知识人》

27、Yeh还是出英文作品吧
28、四次讲座，四种视角。教育制度史，废科举之后制度层面给知识人带来的变化，而非知识人内在
的心理调适（可参阅罗志田等人的研究）；人物传记史，金华施存统的个案，如何在知识、时间和空
间等诸多层面经历转变；都市政治社会史，上海的本地知识人与外地知识人如何借助各种政治、经济
和文化资源，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抑或被排除在本地人之外；文化史，知识人的生产工具的变化，如
何影响其运作方式的变化（如印刷出版、媒体宣传）以及文化场域的结构变化（如政府公权力对知识
人工作的介入）。
29、有的演讲对于太专业的读者来说确实显得过于“通识”，但或许本科低年级的同学来听就能收获
颇丰。
30、这本书作为演讲的合集，令人惊艳之处不多。最有意思的倒是其中提到的一位读书人向国民政府
申请职业资格证书的故事。这位老兄提交的材料，欠缺了自己的毕业证书，他向政府职员说自己的证
书当时放在自己供职的江西省政府，但因为大火给烧毁了。经济部的官员在调查之后，表示大火并不
能表明你的毕业证书就给烧毁了。后来这位老兄拿来自己读书的学校的校长写的证明信来证明自己确
实毕业于这所学校。于是经济部又通过教育部去函河南教育部门去核实，最后河南方面回函表示，确
实这位校长确有其人，不过他在写这封信的几年前就去世了。这个有点狗血的故事一方面表明民国时
期国民政府的职业伦理水准其实不低，另一方面则说明政府通过资格认证将自身的意图灌输给社会和
读书人。国民政府正是通过资格认证实现了对大多数读书人的规训。
31、作为讲座的文本，可能听的时候还好。看起来则前后联系就不是很紧密了。从大到小的视野转变
，似乎说了很多事，但是关于知识人历程的线索却不明确。然后第111页把张济顺写成了张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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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知识人》

精彩书评

1、这本小书分别从教育制度史、人物传记史、都市政治社会史和文化史等四个角度提供了研究和解
读民国知识人的路径。虽然很多问题仅仅是浅尝辄止，点到为止，没有深入展开，但却充分显示出近
代史和文化史研究结合的面向来，没有传统史学研究的枯燥乏味，自然也没有后者的深厚凝重。但书
中还是提到了不少我比较感兴趣的点，比如上海的各所大学沿革关系，以及地方教育会在教育政策上
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之类。尤其是作者重点关注1927年以后到1949年之间的相关问题，恰是我比较陌生
却不得不熟悉的阶段。一个下午就能翻完，启发性大于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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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知识人》

章节试读

1、《民国知识人》的笔记-第15页

        江、浙两省基本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想法。江苏省教育会基地在上海，办有一份《教育杂志》，
经常主持或带动各省教育会开联合会，联合会作出的决定交给北洋政府教育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
北京政府教育部这两者之间究竟哪个更具有全国性的意义，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北洋时期的教育
部显然是一个弱势的教育部，没有钱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各省教育会联合会所共同提出的主张教育部
往往也愿意接受。比如一九二二年从日本式转成美国式的学制，就是各省教育会联合会首先动议，然
后被教育部所接受。

2、《民国知识人》的笔记-第68页

        许多年轻人往返于家庭与学校之间，他们经历到张力、反差，他们在人生历程中难免经历到断裂
。

3、《民国知识人》的笔记-第19页

        但北京大学是直属于教育部的，而国立大学还可以属于别的部，这里面最风光的自然是清华大学
，直属于外交部，教育部的档案里面我们找不到早年清华学堂的资料。
P21：清华跟交通是不愁资金的，而教育部直属的北大则是经济上非常困窘。

4、《民国知识人》的笔记-第22页

        复旦公学早期的经费是从江苏巡抚衙门来的，复旦学生主张革命，革命成功的结果却是复旦公学
关门倒店，因为江苏巡抚没有了，所以就经费断绝。
原来如此。怪不得一直都看不懂那个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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