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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近 6 月毕业季。本科生是否有必要写论

文，又成了一些媒体议论之点。其实，这是个

老话题了。甚至还有人专门为这事写论文，所

谓“存废研究述评”云云。如果从 2004 年中国

青年报所发《本科生忙找工作，专家建议取消

本科毕业论文》算起，这个议题已经小20年了。

那时候出生的孩子接下来都快准备毕业论文了。

可幸而毕业论文制度大体上仍然存在；更幸而，

其实直到近年，仍有不少质量上乘甚至值得一

读的本科毕业论文出现。

读到今年 4 月由中西书局出版、查清华主

编的《光启人文论丛》第七卷，感觉编辑出版

这部文丛者，是有心人，更是功德不浅。打开

书的扉页，才明白这是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

学专业优秀本科论文汇编。也就是说，光看书

的封面，已经看不出这本书是论文汇编。这是

与前几卷有所不同之处，似乎更多反映了出版

社的一种看法——这一卷本不仅是一册论文汇

编，更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书中一些文章的议题，读来蛮有意思。比

如有关古代城市格局究竟什么模样的——诸如

胡晶晶同学的《宋代以来镇江城内坊厢变迁初

探》，徐新源同学与钟翀教授合著的《清代苏

州城中“啚”的平面格局与社会职能初探》。

犹记得2014年，我曾采访过还是副教授的钟翀，

做了题为《300张古旧地图见证上海发展历程》

的一篇深度报道。钟翀提及他当时从国内外收

集到 300 多张上海古旧地图。这些古旧地图的

时间跨度 450 年。之后，钟翀出版了《上海城

市地图集成 (1504—1949)》。由此，引发了沪

上文化界对城市考古的兴趣。我觉得如果要追

溯最近上海悄然兴起的“城市考古”之热，其

实可以从钟翀的研究中再探看一二。而在论丛

集纳的有关镇江城内坊厢变迁文章，以及有关

苏州城中“啚”研究的文章中，则能更多了解

这两座城市当年的格局与风貌。

特别是古城苏州。当我们现在听着评弹《庵

堂认母》的时候，其实有人是想要到姑苏城内

去寻觅一番的。评弹中徐元宰的唱词“既然投

出佛门外，又为何将我抛至山塘街，到如今两

家争夺一元宰……”，点出了故事的发生地——

山塘街。但那法华庵如今何在呢？有学者考证，

法华庵旧址在席场弄底。庵于太平天国时期被

毁。因为当地申姓人家认为《玉蜻蜓》故事影

射明朝阁老、他们的先人申时行，所以阻止复建。

徐新源、钟翀的文章主要探究了啚这一明清时

期最重要的社会基层管理单位的情况，运用近

代实测地图，详细复原了清代苏州城中啚的平

面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它的社会职能与

形成渊源。我觉得这篇论文能带来启示，对法

华庵未能复建之因，有新的研究思路……

古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刘嘉敏同学

的《唐代簪花考》从中华之“华”开始探源，

从文献、绘画等入手，细察了唐人之爱簪花——

从鲜花，到酷似真花的以通草、绒绢等制成的

生花，再到金银、纱罗材料的富丽华贵之花。

从中不难看出唐代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生活

的复杂。甚至唐时男子亦开始有插花习俗。凡

此种种，其实从一个小侧面证明了盛唐气象。

总之，这一批本科生论文不乏精彩之处，

且正如查清华所言，“行文活泼，洋溢着青春

朝气；文献翔实，言之有据，显示了良好的学风；

而其中所具有的原创性和思辨性，则投射出智

慧之光。”也正因在这些论文中看到了学子初

心时的模样，窃以为，本科生是否该写论文，

不该再成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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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世界应用最广泛的一种

交通工具，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

自行车曾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高科

技产品”，在战胜其他竞争者的过

程中，它的形态和技术经历了前所

未有的革命性变化。自被发明以来，

约有 120—140亿辆自行车被制造

出来，仅在德国就有 7200万辆自

行车在道路上飞驰。无论是 19世

纪的欧洲和北美，还是今天的中国

或者印度，自行车都是一种廉价但

方便的交通工具，它所带来的社会

甚至文化变迁也令人印象深刻。

200多岁的自行车依然年轻。

《自行车：一部文化史》

看到学子初心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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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批本科生论文不乏精彩之处，且正如查清华所言，“行文活泼，洋溢着青春朝气；文献翔实，言之有据，显示了良

好的学风；而其中所具有的原创性和思辨性，则投射出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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