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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猿社科窑视点

□张华

1919年 11月 16日清晨，一
名身穿长衫的青年，骑着自行车
独自来到寒风萧萧的万牲园，在
“环溪别墅”边，脱下身上的长衫，
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岸边青石
上，然后毅然投入了水中。
这名自杀的青年是当时北大

法科三年级的学生林德扬，在今
天很少有人记起他的名字，这种
自杀也显得平淡无奇，可在当时
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在林死
后第三天，《晨报》便刊登罗家伦
《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一
文，此后，又相继刊布蒋梦麟、李
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意见。陈独秀
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自杀
论》的长文，《时事新报》、《新潮》、
《曙光》、《新社会》等也纷纷呈文
讨论林德扬自杀的原因。一时在
教育界掀起了一股讨论自杀问题
的热潮。
青年为什么要自杀？当时北

大教授蒋梦麟在与几个外国朋友
讨论五四学潮后青年心理特点
时，认为五四后的青年，他们事事
都要问为什么，对事事都怀疑；思
想自由；人生观发生改变。这是导
致很多青年自杀的原因。蒋的观
点大概能代表当时的普遍看法，
青年的心理特点似乎预示着一个
群体自杀时代的来临。
而把时间稍微拖后至 1928

年 4月，在上海，你常能听到一个

名字：马振华，她于 3月 16日夜
投黄浦江而死，此事非常轰动，记
者蜂拥报道，据说当时这些报道
“非常利市”，印刷一出，就抢购一
空。据称此事引起舆论大哗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这名马姓女士获
得一个新称呼：“马处女”。
“马处女”死时 31岁，半年前

与一汪姓男子恋爱，二人订婚后
发生了性关系，汪怀疑马并非处
女，马竭力辩白，并血书盟誓，在
辩白无效后，毅然绝命。在外界看
来，马是以死明志，洗清被怀疑为
“非处女”的耻辱。

围绕马之死，上海的舆论进
行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马
女士的死是因浮荡成性、狡猾无
耻之拆白汪姓男子始乱终弃造成
的。“在满足肉欲与破坏处女膜的
目的达到后，就把她抛弃。”而伤
心最甚的马父则认为自己女儿是
死于五四女性解放之新思潮，因
为新得不彻底，新思潮与旧道德
相混，遂酿此剧变。这番新旧之论
很快招致反驳，有人认为马父之
言有将新思潮等同滥交之嫌，马
之死是因追悔失身，完全是旧礼
教的问题。“岂彻底的新文化，失
身之后尽可不必追悔，抑一次失
身不足，尽可二次三次失身乎？”
在他们看来，彻底的新文化，是不
怕失身。随后围绕着新旧之争，双
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那么青年人生观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新女性新思想与旧道德

的冲突是怎样出现的？它如何导
致了自杀的激烈行为呢？围绕着
这些事件，作者海青在其新著
《“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
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
为和价值选择》生动再现了二十
世纪早期知识青年、新女性的自
杀行为，分析在这个时代社会、思
想剧变下人们的价值选择。
本书共三篇。上篇《新青年：

生命价值的重新解析》，主要讲述
了从清末到五四时代，富有创造
力与责任意识的知识群体，在国
家衰颓与民族危难的情况下，为
何常常诉诸一系列的毁灭生命的
激烈行为。这种行为如何影响到
青年的人生观，如何影响到五四
及其以后各种社会运动。中篇《新
女性：爱与死之传奇》主要讲述了
近代以来，思想剧烈变化如何影
响中国女性气质的变化，社会剧
变如何牵引出来女性解放运动，
解放运动如何导致女性的激烈行
为与实践。下篇《知识分子：“自
我”的盟现与消解》主要讲述了五
四之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优秀
青年在个体上如何理解他们的革
命运动与回应所处的时代, 并从
微观角度透视革命价值的不同形
态，及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
的传达方式和消解过程。
实际上，对自杀问题的探讨

由来已久。1897年，涂尔干出版
的《自杀论》一书一反诠释理论
的传统，把自杀的原因归结于外

在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实践了自
己独特的社会学原则与分析方
法。然而涂氏这一独到思考，让
自杀问题的解释逐渐流于机械。
外在的社会结构强势地压抑个
人灵活的能动性，使得自杀个体
在自杀过程中丰富的精神与心
理活动也隐而不彰，因而使得研
究者失去了对其精神生活轨迹
分析的可能。
回到自杀者所处的历史时代

与“真实”语境，自杀者的暧昧意

图并非那么幽微难测。在自杀者
留下来的遗书、日记中，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出自杀者的心理轨迹，
以及时代在何种程度上成就了自
杀这种激烈行为与话语。
相较对自杀的社会学与哲学

探究，海青的《“自杀时代”的来
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
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把
自杀问题引入了丰富多彩的历史
领域，通过再现中国 20世纪初知
识青年与女性的自杀行为，以及
知识分子、新女性群体对自杀行
为的理解，描述了不同群体在具
体境遇中的历史选择，展现了一
个时代的独特景观与社会心态。
如今，时过境迁，很少人在心

理上再有新思想、旧道德的冲突，
人们的思想是越来越追新，而道
德底线却愈来愈求低，在个人理
想、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屡屡屈服
于社会现实，人们很难理解那个
时代的人们在生命面前的主动选
择，也无法理解在苟且地活和庄
严地死之间，人们都毅然选择后
者的心态。也许这本书会重新带
给大家对于个人价值，生命价值
问题的启发。对何种生命价值更
为合理，值得追求？何种生存形态
更有意义，值得拥有？进行深层次
的思考。
法国哲学家加缪曾说：“仅有

的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
自杀。”也许自杀的问题真的需要
认真关注。

□本报记者钟华

国家“十一五”重点项目、国
内第一部全面深入地介绍和研究
古今阿拉伯文学的《阿拉伯文学
通史》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11
月 27日，由北京大学、译林出版
社和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共同
举办的“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
史》首发式暨全国阿拉伯文学研
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我们亏待了阿拉伯文学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世界
最重要的文化体系之一，曾以其
辉煌的成就彪炳于世，在世界文
化史上起了承前启后、融贯东西
的作用，为欧洲的文艺复兴铺平
了道路。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的重要体现，是东方
文学及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古时代的阿拉伯大帝国跨
亚非欧三大洲，古代的阿拉伯文
学群星璀璨，佳作如林，是阿拉
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世界文学史最光辉的篇章

之一。现代阿拉伯世界包括二十
余个国家，其所在的中东地区已
日益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热点：
以诺贝尔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
兹及其作品为代表的阿拉伯现代
文学已在世界现代文学中占有一
席重要地位。
本次出版的《阿拉伯文学通

史》堪称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全面、
完整、系统而深入地介绍和研究
古今阿拉伯文学的阿拉伯文学
史，具有较高的创新意义与应用
价值。
本书作者仲跻昆是北京大学

阿拉伯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现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
事、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
等职，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阿拉伯
文学研究专家。由于其阿拉伯文
学研究、译介成就突出，曾于 2005
年获得埃及高教部表彰奖。
“我们长期以来是西方中心

论，我们知道英国、俄国、德国的
文学家。我们对阿拉伯文学知道
得太少，我觉得我们亏待了东方
文学，尤其是阿拉伯文学。”学习
研究阿拉伯语言文学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仲跻昆深知它的丰富，“我
也知道。在中古时期中国文化和
阿拉伯文化像两个灯塔一样，那
时候阿拉伯语和汉语就是最流行
的语言，就像现在的英语一样。那
个时候阿拉伯的诗人不比中国唐
宋的诗人少，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作为一个搞阿拉伯文学研究的
人，如果不把这些写出来告诉中
国读者，我觉得既对不起阿拉伯
的那些文学家，也对不起中国。如
果我们不来做这些事，仰仗谁来
做呢？”

反映阿拉伯文学的全貌

《阿拉伯文学通史》是我国乃
至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全面系统介
绍阿拉伯文学史的专著，全书八
十余万字，分为阿拉伯古代文学
和阿拉伯现代文学两卷，古代部
分以贾希利叶（蒙昧）时期、伊斯
兰时期、伍麦叶王朝时期、阿拔斯
王朝时期、安达卢西亚文学、近古
衰微时期为主线，全面地论述了
自公元 475年至 1798年阿拉伯
文学的风貌。

现代部分既有现代阿拉伯文
学的总论也有国别文学的分述。
内容涵盖 19世纪初至今的约 20
个阿拉伯国家，并对诗歌、小说、
散文等各文学门类的发展、流变

及其主要流派、作家、诗人和作品
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
选择在全国阿拉伯文学年会

上推出这部著作，足见学术界对
该书的重视。外交部前副部长杨
福昌、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
众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
书记宁琦以及来自全国十余所高
校阿拉伯语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阿
拉伯诸国驻华使节都出席了《阿
拉伯文学通史》的发布会。陈众议
说：“《阿拉伯文学通史》的出版，
不仅是阿拉伯文学研究界、阿拉
伯语言研究界的大事，也是外国
文学学术研究界的大事。”
“谁能代我向哈里发 / 传述

我的良言苦谏？/我看到物价飞
涨，/让百姓如何负担？/我看到
他们挣得很少，/而需要则有增无
减……”会上，北京大学阿拉伯语
言文学系的学生朗诵了《阿拉伯文
学通史》中选摘的诗歌。仲跻昆介
绍说，这部《阿拉伯文学通史》不仅
写了那些比较知名的诗人文学家，
也写了很多穷人诗人，他们反映下
层人民的心声。
“我知道这本小书远远不够，

但是我希望给中国读者有一个大
框架，让大家了解一个阿拉伯文
学的概貌。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队
伍越来越壮大，我们也做了不少
工作，但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
更多。”仲跻昆说。
与会专家与代表对本书的评

价极高，认为其条理清晰，立论公
允，是仲跻昆教授严谨治学和长期
研究的结晶，代表了国内阿拉伯文
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有助于读者对
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学宝库形成
全面正确的认识。虽然国内当下对
阿拉伯文学研究的关注在逐渐提
高，但一直未有一部较全面深入介
绍与研究古今阿拉伯文学的文学
史，《阿拉伯文学通史》的出版将填
补这一领域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
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8元钱“买”来的出版权

谈起《阿拉伯文学通史》，该
书的责任编辑、译林出版社编审
王理行幽默地说，自己是花了 8
元钱买到了这部著作的出版权。

1997年，王理行与仲跻昆教

授相识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东方文
学研究会上，会议组织与会者游
览中山陵。仲跻昆不想爬那三百
多级台阶，于是王理行陪他去音
乐台。那时候音乐台的门票是 8
元，王理行买了两张门票，他们坐
在里面聊天。王理行说：“仲老师
说他正在构想写一部阿拉伯文学
通史，我听完跟他说，‘仲老师，以
后您的这部书放到译林出版社出
版吧。’他说，‘我才是一个想法，
你就要出？’我说，‘对，我从你的
想法就推断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
的巨著。’”
从 1997 年到现在已经 13

年，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译林出
版社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和支
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充分体
现了译林品牌书系“译林外国文
学史丛书”的学术宗旨。“从时间
上横跨古今，从空间上覆盖了所
有阿拉伯国家，这样的一部阿拉
伯文学史，在中国是第一部，在世
界也是第一部。我们应该为我们
中国人能写出这样一部文学通史
而骄傲。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成
为这本书的编辑。”王理行说。

打开阿拉伯文学的画卷

□孙作顶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
的政治优势，也是政治特色。从
20世纪 80年代始，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历经 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
为我国诸多学科门类中特色鲜
明、学科体系相对完善的一门重
要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的实施，更为这一
学科的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也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空间。但是，由于建立时间
还较短，加之传统观念的束缚和
传统思维的制约，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还不太成熟，理论研究中尚
未摆脱老生常谈的俗套和就事
论事的思维定式，基础理论的研

究还不够深入与扎实，理论研究
和实践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脱节，直接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不强这一现实困境。而要
破解思想政治教育之困境，解决
实效性不强之难题，就需要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深入思考“怎样教育”、“如何教
育”以及“用什么教育”等问题。
年轻学者李合亮就以哲学反思
为逻辑起点，从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体、客体、本质和价值四个维
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解析
和建构，深化并推动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理论创新。这集中体现在
其专著《解析与建构：当代中国思
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反思》一书中。
通览全书，作者学术思想之前瞻、
理论创新性之前端可见一斑。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
新界定。作者试图回到思想政治
教育本身，从思想政治教育所存
在之域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运
用哲学之思维，揭示了主体等相
关称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
性，进而力图科学地还原、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性。主体、客
体、本质、价值、接收、接受、主动、
主导等词汇在不同的学科那里都
通用，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它
们却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与特
性。这些概念的界定与理清，不是
一个简单的下定义的问题，其旨
在据此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独有
的特性。作者以相关称谓的哲学

基本概念为基石和切入点，比对
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进行理论的探
讨与研究，大体从哲学分析、理论
分析、现实分析、重新建构几个方
面详细揭示了相关称谓在思想政
治教育的独特地位与价值。诸如
接收与接受。作者认为客体“接
收”了教育内容，不代表客体“接
受”了这一内容，只有将教育内容
自我吸收与内化，才能真正的“接
受”，由此引出了自我教育重要性
这一问题。作者指出“一时的民众
欢呼式接收并不意味着内心的真
正信服”，只有接受了的观念才是
真正的观念。再如主动性与主导
性，作者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在
教育中处于主导作用，是整个教
育的设计者、组织者、实施者，是
主体，即具有主导性；受教育者是
具有能动性的人，拥有主动性。不
能因受教育者具有的主动性而误
解为其具有主导性，进而将思想
政治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抹杀。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元问

题”的新探讨。作者以新的视角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本
质、价值进行了反思，对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探讨。这
集中体现于关于主体的三层分析
与关于客体的深化认识之中。
关于主体，作者认为，凡是

能够承担、发动和实施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导性的人或群体都可
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并
以此为标准来考究思想政治教

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可
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国家等群体
组织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主
体；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实践主体；三是教育
对象（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自我教育主体。这一划分与
表述，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体范围，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研究的新突破。特别是在对受
教育者自我教育的研究过程中，
提出了“全程性主体”与“阶段性
主体”的概念。作者认为就整个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而言，主体是
作为教育活动施动者的教育者，
这是“全程性主体”，作为自我教
育主体的受教育者，他作用的对
象依然是自身，这是就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的某一阶段而言，是
“阶段性主体”。这一理论解决了
一直困扰学界的“自我教育阶段
主客体之争”的疑惑。
关于客体，作者对目前主要

的五种观点：受教育者客体论、教
育者客体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互客体论、教育内容客体论、教育
要素客体论进行了评述。作者不
但探讨了哲学意义上的客体，而
且着重论述了实践中的客体，指
出，不仅社会个体与群体都能成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并且思
想政治教育的客体直指向人及人
的精神。作者关于人的精神是思
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论述，不是独
辟蹊径的一种随意的联系，也不

是故意把客体人所做的具体化，
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一般
教育客体不同的深入思考，是对
思想政治教育拥有独特社会地位
的深入探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
柔性作用的内在阐释。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

新尝试。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生命
线”地位的不容置疑和现实社会
中的广泛“短路”现象，面对现实
思想政治教育“无力”和“不尽如
人意”，作者在理论探究的过程
中，始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力图解决现实问题。不仅在论述
中穿插了小故事和现实案例，并
且专门就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进行了专章论述。作者认
为当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基本着力点为：（一）经由知识
教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二）实
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和谐发
展；（三）实现制度规范与养成教
育的有机结合；（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坚持走细节化之路；
（五）善于利用鲜活的素材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不仅如此，作者还用
一则亲身经历的事例，说明任何
成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
式方法，只能提供借鉴，不能进行
模仿。这是因为任何形式上的沟
通、任何意义上的借鉴，都必须建
立于对教育时机、教育对象、教育
内容的了解与把握，进而生发出
灵活的教育思维，并将其及时有
效地融入到教育实践中。

阿里巴巴与“芝麻开门”、阿拉丁奇异的神灯……我们的童年记忆里总少不了这些美妙而带有异域色彩的阿拉伯故事。但是，对于浩瀚
而灿烂的阿拉伯文学，我们却知之甚少。

《阿拉伯文学通史》，仲跻昆
著，译林出版社 2010年 12月出
版，定价：108.00元

思想政治教育的解析与建构

《解析与建构：当代中国思想
政治教育的哲学反思》，李合亮
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8 月出
版，定价：35.00元

自杀的历史反思

《“自杀时代”的来临？———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
烈行为和价值选择》，海青著，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出版，定价：39.80元

《问教余秋雨》，吴拯修
著，金城出版社 2010年 8月
出版，定价：28.50元
推荐理由：作者吴拯修

2004年退休后，进入文坛，专
业问教余秋雨。本书分上下两
编，上编《伪者无疆》是作者对
余秋雨“含泪门”、“诈捐门”、
“碑文门”等的评说，下编
《“苦”旅一生》则全面解构余
秋雨作品《借我一生》，对余秋
雨的文字问真论假。

编辑荐 书

本报讯法国前总统雅克·希
拉克撰写的自传《希拉克回忆录：
步步为赢 1932-1995》中文版由译
林出版社引进出版。近日，希拉克
低调现身上海，出席了该书的新书
首发式。
雅克·希拉克是法兰西共和国

著名的政治家，前总统。他从政 40
年，在任总统 12年，深得民众爱
戴，至今仍是法国人气最高的政治
家。但希拉克的政坛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30多岁时已经是法国政坛明
星的他曾两次竞选总统失败，当所
有人都认为他已无法东山再起的
时候，希拉克却在 1995年以 63岁
的“高龄”首次成功当选总统，并于
2002年以 81.5%这一不可思议的
得票率成功连任。
是什么支撑了他不可思议的

逆转，他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与
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等法国政
要的交往，一直是法国媒体关注的

焦点。可雅克·希拉克行事低调，从
不轻易谈论自己的起起落落。2009
年 11月，这部亲撰回忆录，第一次
打破沉默。
《希拉克回忆录：步步为赢

1932-1995》是希拉克回忆录的第
一卷，希拉克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往
事、青年时代以及入住爱丽舍宫前
的从政经历。本书在法国一经出
版，即引起轰动，日销量达到 1.5万
册，在法国出版业创造了“非常罕
见”的佳绩。
在首发式上，深谙中国文化的

希拉克说：“《希拉克回忆录》中文
版出版，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这是
一个精良的译本，通过它中国读者
将能更好地了解一位法国政治家，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人生
轨迹。”另外，希拉克还透露，讲述
其执政生涯的回忆录第二卷他已
经着手撰写，法文版不久之后会与
读者见面。 （杨新美）

本报讯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成源研究员
和英国阿尔德里奇教授合著的
《华南扬子地台志留纪牙形刺》，
日前以英国著名古生物杂志
Palaeontology 特刊（单本）的形式
出版。

王成源是中国牙形刺古生物
学的学科带头人和重要开拓者之
一，他最早研究了中国志留纪、泥
盆纪、石炭纪和三叠纪的牙形刺，
至今已发表三百多篇学术文章。阿
尔德里奇是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
家、前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现任

英国古生物学会理事会主席。
此书是中英合作项目“特里

奇（Telychian）阶跨半球对比”
中，有关牙形刺的系统总结，也
是有关华南志留纪牙形刺的最
全面的总结。书中建立了两个新
科、一个新属、10个新种和新亚
种。全书采用器官分类，摒弃了
以往在中国普遍使用的形态分
类，对中国学者所建立的 16个
志留纪牙形刺新属进行了修正，
仅保留一个属名。该书将成为志
留纪牙形刺古生物学工作者不可
或缺的参考书。 (刘荣俊)

《希拉克回忆录》推出中文版

《华南扬子地台志留纪牙形刺》在英出版

本报讯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了
孩子们的创造性？人们越来越多地
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审视我们的教
育，并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近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21世
纪学习的革命》，突破固有教育观
念，传递出自由教育的新理念。
《21世纪学习的革命》两位

作者拉塞尔·L·阿克夫和丹尼尔·
格林伯格倡导一种自由教育，这
对教育界人士具有启发性，还为
那些为人父母者提供可资借鉴的
教育理念和方法。责编刘晓琴说，
该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教育
中存在的弊端，其中让人印象最
深的是书中第二章举到的几个例
子。这些例子表明，教师给学生提
出问题之后，往往希望学生给出

的答案就是自己心目中已经设定
好的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给出的
答案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被认
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往往把
学生的思维限定在狭隘的领域
内，从而限制了创造性思维的发
展。
针对人们学什么、怎么学的

问题，作者在第三部分提出了理
想的教育方式。书中提到，在瑟谷
学校中，所有的学生，不论年龄大
小，都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学生
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做、爱做的
事情去做；大学教育被认为是为
学生提供广泛涉猎各个知识领域
机会的教育；研究生阶段是进一
步发展实践能力的阶段。这诸多
看法和做法都是对传统教育的一
种颠覆。 （杨新美）

打造自由教育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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