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春秋-从晚清到新中国(全4册)》

书籍信息

版 次：5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2年11月01日
开 本：12k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3435997



编辑推荐

虽然说今天发生的故事就是明天的历史，但对于同样的一段历史或者一个事件，不同的
经历者从不同的角度回忆，就会演绎成不同内容的版本。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通过这
些回忆文章去追寻历史的脉络，文史资料的编辑原则是允许多说并存、广征博集，读者
们可以通过纷繁的史料文章，透过各种表面的说法，以自己时真实历史的判断去寻求历
史的真迹。而阅读历史书籍的无限奥妙也就在其中了。

内容简介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出版了《春
秋》集粹即风云人物、历史悬疑、文苑遗珍、珍闻轶事四卷本之后这些年来
，《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又陆续刊载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文章。这些文
章，数量大、质量高，很受读者的青睐追棒，同时也基本具备了出版《春秋
》集粹续集的基本条件。加之多年来广大读者的不断催问和关心，在此形势
下，《人民政协报》决定再度重拳出击，再次承蒙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鼎力支
持。出版新的集粹丛书《百年春秋——从晚清到新中国》，即传奇人物、解
读悬疑、家国轶事、旧闻遗珍四卷本。

     令人欣喜的是，《百年春秋》收入了大量珍贵的的历史图片资料，真正
做到了图文并茂，更具有史料性、可读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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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期刊。

《语丝》的创刊来源于一次比较著名的报纸副刊抽稿事件：1924年5月，徐志摩以有妇之

javascript:void(0);


夫的身份追求林徽音失败后，失意之下，写了一首诗《去吧》（原题为《诗一首》）。
载于同年6月17日《晨报》副刊。鲁迅见到这种“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后
不屑一顾，便仿照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写了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以“由她去罢
”收场，调侃和奚落了徐志摩。当时《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本拟把此诗发在《晨报
》上，但代理总编刘勉己却把这篇作品的大样抽了下来。这首诗作者署名是“某生者”
，鲁迅说，“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在不肯登载第一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
稿子的刊物上，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放逐的”。后来，鲁迅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
课时。对于诗歌被毙一事还不无幽默地说：“像我们这样有胡子的老头子。连失恋都不
许我失了！“刘勉己为何抽掉鲁迅讽刺徐志摩的诗歌？有学者认为，刘勉己当时是看在
粱启超的面子上而对梁氏弟子徐志摩特别关照的，毕竟《晨报副刊》是梁启超、林长民
诸研究系成员掌控的机关报，在自己的报纸上出现伤害自己门生的文字。影响实在不好
。这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可考量的因素。另外，笔者认为，由于徐志摩、林徽音以及粱
思成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上流社会几乎人尽皆知，近于桃色新闻之属。假如无限
放大，对当事人都不光彩。基于这种考虑，刘勉己是不能不抽掉鲁迅的那首《我的失恋
》的。

抽稿事件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是件大事，之后，孙伏园与《晨报》决裂，并于1
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酝酿创办了《语丝》刊物，在鲁迅的力荐下荣膺主编之职。创办《
语丝》是以孙伏园为代表的一批人不满北京报业的颓废的磐然结果，其深层原因则是”
大家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它的创办，可以视作知识分子建构自己话语
权力的一种象征。其时，”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
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鲁迅语）为了找回失去的话语园地，创办自主经营的刊物势在必行。正如主事者
之一的周作八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中说：“你当然还记得《语丝》诞生的历
史。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故事》，不知怎的触犯了《晨报》
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敲破了事。大家感到自由发表文字
的机关之不可少，在开成茶楼集议，决定发行这个连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周刊。”《语
丝》周刊的命名带有游戏的色彩。周作人曾在回忆《语丝》的文章中说：“刊物的名字
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一个
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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