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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陈平原在《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学"这个概念，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学

界及社会的足够重视。1997年，方彪在《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北京学"试探》一文，再次提及"北京

学"的有关话题，并且 给"北京学"下了一个定义：融汇北京历史、现实、未来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研究探

讨，并同国内外有关城市进行横向的比较，鉴古知今，观彼知己，从而达到致用目的的一门学科。2003

年，李颍伯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上刊文提出："北京学"是研究与北京有关现象的一门学问，它涉及到

北京的方方面面，不可避免地会与多门学科交叉；从学科性质上看，"北京学"是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中诸多学科的一种"科学共同体"。 

  可见，随着北京研究的不断深入展开，"北京学"已被拓展到一个相当广泛的知识领域，这与陈平原当

年提出的那个"北京学"的概念相差甚远，尽管这体现出了"北京学"的蓬勃生机，然而这种接近于极限的拓

展却对学科自身的建立造成了一些困难。因此，本文仍旧将"北京学"的论域界定在文学文化的范围之内，

特别是近现代文化领域之内，通过简要评述近年来"北京学"在文学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对未

来"北京学"的发展空间做出一些分析和展望。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有两座城市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它们就是上海与北京，这是近现代

中国具有历史意义和标志性特征的"双城记"。两座城市，一南一北，一个更加摩登一个接近传统，一个是

商业都会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光怪陆离一个幽闲清妙，一个周身充满了资本新贵的得意与自信，一个拥

有六百多年皇朝故都的雍容气派，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历史景观与城市气质，几乎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

式构成了近现代中国发展的所有动力。对于这两座城市的研究历来是中国当代同类研究中的热点和焦点，

其研究成果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对其他中国近现代城市所进行的研究。但下面这个事实

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比一下这两座城市的相关研究成果，上海毫无疑问地将北京甩在了身后，只要看看那

些来自于海内外的种类繁多、形式各异、包罗万象的上海研究成果，便一目了然了，在整体上，俨然已经

形成了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的"上海学"。 

  那么，北京研究方面情况怎么样呢？实际上，针对北京的各类研究，可以说一直在进行着，却似乎始

终处在一种不温不火的境地、一种散兵游勇的状态之中，北京文化的巨大魅力和重要意义远远没有呈现出

来。与影响广泛的"上海学"相比，"北京学"似乎还是一个略显陌生、而且接受面也比较有限的学术名词，

尽管它的提出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北京学"有了引人注目的长足进步，产生了一批值得重视的

研究成果，"北京学"似乎大有步"上海学"之后尘而成为一门"显学"的趋势和潜力。"北京学"的提出者北京大

学教授陈平原，近年来将自己的研究重心逐步放在了北京城市文化研究上，可以说直接推动了这一学术领

域的发展。2001年，陈教授在北京大学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了一门题为"北京文化研究"的课程，引起了社

会及媒体的注意。承接他十多年前提出的"北京学"概念，陈教授再次对他所关注的"北京学"进行了阐释。

他提出，"北京学"既不是古已有之的南北学术差异，或者20世纪影响巨大的京派、海派之争；也不是美国

学界的地方、区域研究或者现代化研究，他更关心的是作为"都市想像"的北京，并且"希望将建筑的空间

想像、地理的历史溯源，与文学创作或故事传说结合起来，借以呈现更具灵性、更为错综复杂的城市景

“北京学”小议 
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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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不仅于此，他还提出要研究古今文人雅士笔下的北京都市风情，"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图景"。

（《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 

  2003年10月，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

联合主办了"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试图用想像和记忆的碎片来重构一个精神的

古都"。这次会议成为"北京学"发展历程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会后，陈平原、王德威将研讨会上的重要论

文结集成册，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该书收文近三十

篇，几乎涉及北京文史、社会、民俗的各个方面，时间跨度上自金元时期，下迄20世纪末；论文的作者既

有大陆的，又有港台的，还有不少来自于日本及欧美地区，较为充分地体现出了"北京学"的研究现状及其

影响。该书尽管不是体系严整的学术专著，所收论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在整体上略显不够分量，但

它无疑是迄今为止"北京学"研究界不可多得的一部重要成果，具有巨大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2002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连同相关政府机构成立了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该研究院一方面组织学术

科研力量为北京市提供建议与咨询，另一方面，以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学"的发展，拓

展了"北京学"的文化发展空间。《比较视野中的北京文化》一书，是该研究院已经完成的一项重要科研项

目，它以近年来学界较为流行且行之有效的"比较视野"介入探讨当代北京文化，力图打开一片新的研究天

地，为人们理解北京文化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平台。该书从首都文化视野、历史文化视野和现代化国际

文化视野三个方面仔细考察了近、现、当代的北京文化，还特别列举了几个城市文化比较的个案，对北京

文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譬如，在"北京文化与巴蜀文化比较研究"一章中，作者将中国两种差

别很大的地域文化放在一起，从历史、地理、气候、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二者的异同，将北京

文化的个性特征体现得非常充分，对理解和体认北京文化效果显著。 

  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勇主编的《北京历史文化十五讲》，可以说是目前"北京学"领域的又一项重要

成果，该书被列入颇有影响的"北大名家通识讲座系列丛书"，说明"北京学"及其相关研究正在得到越来越

广泛的认可与接受，成为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北京学"成为一门学科也是作用显著

的。 

  除此以外，"北京学"的研究队伍还在不断壮大，形势令所有关注北京文化研究的人们感到欣慰。2004

年，北京联合大学成立了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北京学研究基地，这是全国第一个以"北京学"命名的

研究基地，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北京文化历史，但他们设立了多项以"北京学"、北京文化为研究目标的课

题，诸如《北京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北京宗教文化研究》等，并开设了北京学论坛，定期组织相关的学

术活动，他们日渐成为"北京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 

  新世纪以来，尽管"北京学"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并且在不断拓展它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其

特殊的地域性，这个学科还比较明显地局限于北京地区的学术机构。虽然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汇聚了

全国文化知识界的精英，但是如果期望"北京学"成为一门能与上海学并肩媲美的学术门类，那还需要做出

更大的努力，特别是相关学术人才的培养、学术机构的建立、学术活动的不断开展等等。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曾这样形容他心目中的北京："典丽堂皇，幽闲清妙"（《北平的四季》），八个

字可谓简约而精道地概括出了北京和北京文化的独特而永恒的魅力。北京文化，特别是近现代文化，是一

个充满挑战性的大课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北京学"肯定也会在这些研究中得到

不断充实和巩固，成为一门极具吸引力而且前途远大的成熟学科。 

原载：《博览群书》2009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