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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省聊城人，生于儒学世家。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刘师培
、黄侃等国学大师，后到英德留学，回国后一直在教育与研究部门任职⋯⋯《傅斯年自
述》是“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的一种，为中国现代国学大师、历史学家、教育家傅
斯年先生的部分文集。 

内容简介

《傅斯年自述》是“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的一种，为中国现代国学大师、历史学家
、教育家傅斯年先生的部分文集，内容既有其学术自述，又有其与时人的交往的记录和
部分游记，还有自己撰写的序跋、评论以及对于教育的主张，文字体现了作者在历史考
古和教育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省聊城人，生于儒学世家。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
学，师从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后到英德留学，回国后一直在教育与研究部门任职
。他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学校教育等方面均获得了显著
成就，一生著述颇丰。他是我国近现代之交，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中涌现出的一
位著名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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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缺憾没有不可弥补的，我们不知道则已，既经知道，自然有弥补的必然。若是别人肯责
备我们，发觉我们所不自觉的，我们尤其感激。有我们这一群最可爱的同社，必成一件
最可爱的事业。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因为北京大学几个月里事故很多，同社诸君多
在学校里服务，也有往上海的，就无暇及此了。现在大学恢复旧状，我们社员又集在一
起，把几个月的苦斗生涯放下，再弄这笔杆下的苦斗。从今以后，我们得个新生命。五
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
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变。以后
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况且现
在同学入社的多了，力量自然比先厚些。又有《新青年》记者诸位先生，答应给我们投
稿，更是可以欢喜的。同社毕业的有几位在京，有几位在外，加上一番社会上的实地考
练，再做出的文章，当然更要成熟些。杨振声君往美国去，俞平伯君和我往英国去。虽
有在外的，在内的，然而精神上一气，所以第二号第一期，不是泛泛的一面换卷数，是
我们的一个新扩张。
近两年里，为着昏乱政治的反响，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现在仿佛像前清末年
，革命运动、立宪运动的时代一个样，酝酿些时，中国或又有一种的平民运动。
所以我们虽当现在的如此如此的南北两政府之下，我们的希望并不灭杀。不过就最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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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内的情形而论，我们又生一种忧虑。这忧虑或者是一种过虑；但是如果人人有这
过虑，或者于事业的将来上有益些。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
现象。照现在中国社会的麻木、无知觉而论，固然应该有许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实
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精深细密的刊物尤其要紧
。就现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细研究一个问题而按部就班地解决它，不落在随便发议论的
一种毛病里，只有一个《建设》。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精切勇猛地发
表出来，只有一个《新青年》。此外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
和短命的《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算最有价值。然而第一流的虽有多种，我总觉着
为应现时所要求，为谋方来的扩展，还嫌实力薄些。我们原是学生，所以正是厚蓄实力
的时候。我不愿《新潮》在现在铮铮有声，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
的效果。我们的知识越进，人数越多，而《新潮》的页数越减，才见我们的真实改善。
至于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形。这学会是个读书会，将来进步，有些设备了，可
以合伙研究几件事务。 缺憾没有不可弥补的，我们不知道则已，既经知道，自然有弥补
的必然。若是别人肯责备我们，发觉我们所不自觉的，我们尤其感激。有我们这一群最
可爱的同社，必成一件最可爱的事业。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因为北
京大学几个月里事故很多，同社诸君多在学校里服务，也有往上海的，就无暇及此了。
现在大学恢复旧状，我们社员又集在一起，把几个月的苦斗生涯放下，再弄这笔杆下的
苦斗。从今以后，我们得个新生命。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
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
。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变。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
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况且现在同学入社的多了，力量自然比先厚些。又有《
新青年》记者诸位先生，答应给我们投稿，更是可以欢喜的。同社毕业的有几位在京，
有几位在外，加上一番社会上的实地考练，再做出的文章，当然更要成熟些。杨振声君
往美国去，俞平伯君和我往英国去。虽有在外的，在内的，然而精神上一气，所以第二
号第一期，不是泛泛的一面换卷数，是我们的一个新扩张。 近两年里，为着昏乱政治的
反响，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现在仿佛像前清末年，革命运动、立宪运动的时
代一个样，酝酿些时，中国或又有一种的平民运动。 所以我们虽当现在的如此如此的南
北两政府之下，我们的希望并不灭杀。不过就最近两三个月内的情形而论，我们又生一
种忧虑。这忧虑或者是一种过虑；但是如果人人有这过虑，或者于事业的将来上有益些
。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照现在中国社会的麻木、无
知觉而论，固然应该有许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
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精深细密的刊物尤其要紧。就现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细研究
一个问题而按部就班地解决它，不落在随便发议论的一种毛病里，只有一个《建设》。
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精切勇猛地发表出来，只有一个《新青年》。此
外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和短命的《每周评论》、《湘江评
论》算最有价值。然而第一流的虽有多种，我总觉着为应现时所要求，为谋方来的扩展
，还嫌实力薄些。我们原是学生，所以正是厚蓄实力的时候。我不愿《新潮》在现在铮
铮有声，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我们的知识越进，人数越
多，而《新潮》的页数越减，才见我们的真实改善。 至于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
形。这学会是个读书会，将来进步，有些设备了，可以合伙研究几件事务。 最后的目的
，是宣传一种主义。到这一层，算止境了，我们决不使它成偌大的一个结合，去处治社
会上的一切事件。发布些小册子，编辑一种人事学科的业书，一种思想潮流的业书，一



种文艺业书，和其他刊物，是我们的事业，此外也没有我们的事业。中国的政治，不特
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
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十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十九过度逾量——这
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什么都不负责任。我常想，专制之后，必然产成无治：中
国既不是从贵族政治转来的，自然不能到贤人政治一个阶级。至于贤人政治之好不好，
另是一个问题。所以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
无效果、极笨的事。我们同社中有这见解的人很多。我虽心量褊狭，不过尚不致于对于
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恶痛绝！然而以个人的脾胃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自己要以教书匠
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同社中和我抱同样心思的正
多。常有一种极纯洁的结合，而一转再转便成政党的小体。如此一般人的结合，自然没
有一转再转的危险。 那么，我们是“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了。 我希望
新潮社员从今以后，时时刻刻不忘《新潮》的改善。知道它的缺陷极透彻了，然后可以
“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一团体和一个人一样，进步全靠着觉悟——觉悟以前如何如何
的不好，以后该当如何如何，然后渐渐的到好的地界去。天地间没有没有缺陷的人，所
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应该严格地自反，对于我们的缺陷，不特不必回护，而且无所用
其恨惋。如此固是很好，不过仍不到理性的境界——应该从从容容地补上，改好。
⋯⋯P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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