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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史哪得清如许》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的以民国人物为主题的历史散文随笔集，书稿共分三部分，一是关于民国
知识分子的轶事钩沉，如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陈寅恪、胡适等人的留学生活等；二是关于民国时期
的社会公共生活，比如民国饭局、上海滩的社交活动等；三是侧重于在游记中畅想历史，如在南通想
张謇，在无锡想荣德生等。

【作品看点】
★活的历史和活的人物：傅国涌在写胡适时写到他的“活的文学”的观点，他的散文从某种程度上说
，就是一种“活的历史”。他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书信、日记、电文、回忆录、教科书——袒露
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揭开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神秘面纱的一角，然我们窥见细节的、鲜活
的历史和民国人物。
★ 历史学者的智性散文：傅国涌的散文有着学者散文特有的智性之美。作为一个主要研究百年中国言
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的学者，他最关注的就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名人的思想，
“思想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轻忽、被忘却的。思想不能当饭吃，却常常隐伏着一个民族的生命
，连接着过去与将来”。他的文字有学者特有的严肃冷峻深刻，在对史料扎实考证的基础上，他的观
点和发现往往发人深省；另一方面，他的字里行间又有一种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同情，又有文学性
的温度。
★对共和、民主、自由等大问题的思考：作者从民国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些问题，正如作者所言，这些
问题时隔一百年还能感受到它的分量。这些问题，既是袁世凯之问，也是民国时期几代知识分子思考
的问题，是他们朴素地、低调地、持续地探索和实践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21世纪的中国同样重要
，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有助于我们“找到更为真实可靠的文化命脉，找到通往现代社会的路径”。
【名家推荐】
★傅国涌的历史随笔，是严谨的工笔画，细节上见功夫，他为此付出的功夫，无人能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我生于1917年，傅国涌生于1967年，年龄正好相差半个世纪。社会上有“代沟”的说法，但读了他
的著作，我感到心灵是相通的，对理想的追求并不因岁月而隔膜。他以充满激情的笔墨，讲述了许多
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的人和事，让我蓦然回首，也禁不住生出许多感慨。
——《庐山会议实录》作者 李锐
★傅国涌的文章有内容、有观点，视野开阔、文字晓畅，有些地方用墨不多却意味深长。
——作家、学者 章诒和
★傅国涌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
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傅国涌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
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
——评论家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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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史哪得清如许》

作者简介

傅国涌
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当代知名学者，独立撰稿人。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中国言论
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善于以客观全面的视角解读历史。
著有《金庸传》《叶公超传》《百年寻梦》《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文人的
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百年辛
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帝国尽头是民国》《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无语江山有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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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史哪得清如许》

书籍目录

【第一辑】
袁世凯之问：共和要几个世纪？
“新国民”：袁世凯称帝之时知识人的思索
纸上的县治理想
1934：《独立评论》的乡村纪事
胡适为何拒绝组党？
【第二辑】
时局 饭局 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
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民国史上的建设力
“九〇后”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王人驹:一个低调理想主义者
【第三辑】
到无锡寻访荣氏兄弟遗迹
到南通寻访张謇遗迹
重庆到宜昌：访卢作孚遗迹
海盗和核电：风云三门湾
到成都寻找历史
跋：问史哪得清如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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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史哪得清如许》

精彩短评

1、民国有自由
2、民国热为什么热？因为民国人有血气，活得认真。读傅先生这本书，读出了历史的一种沉吟，以
及撰史人的道义。
3、高调理想主义最后把一切都化为粉末，连同理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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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史哪得清如许》

精彩书评

1、一段历史，如果被书写得过多，难免会口水与八卦齐飞，反而令大众惘惘不得解而心生厌倦。典
型者，如民国史。早在几年前，傅国涌就对“民国热”这个词保持警惕。傅国涌说，“真正重要的是
这个时代要给社会更多独立思考的可能，让我们活在真相之中，而不是传说之中”。傅国涌的近作《
问史哪得清如许》，可以看做是对这句话的有力佐证。傅国涌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
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问史》分作三辑，第一辑研究民国史的几个关键词，如“共和”、“新国民
”、“县治理想”等；第二辑重新剖析史量才、鲁迅、王人驹等人，挖掘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第三辑寻访荣氏兄弟、张謇、卢作孚等故居遗迹，以文化游记的形式牵连起个人与时代相互交织的
命运。三辑虽有侧重，思想一以贯之，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历史书写意识。譬如，怎样看待袁世凯。
他是一个腹黑的野心家，还是一个轻狂的跳梁小丑？或者两种印象兼而有之。傅国涌从袁世凯的疑惑
开始讲述。“共和要几个世纪？”与顾维钧的一段对答，暴露了袁对共和的毫不了解，而这样一个人
却行将成为共和制的大总统，合适吗？然而，又有谁比他更合适？孙中山那时没有袁的名望，袁的上
台是历史的必然，他的下场也是历史的必然。关键就是“共和”，如傅国涌所说，“对于在皇权意识
中浸渍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人，‘共和’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照搬西方的政体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君主立宪制会不会更妥当呢？当时很多人都这么想过。或许袁真的相信帝制更好，有些人反对的也
未必就是帝制，只是不想袁世凯当皇帝。这些假设从隐秘的内心延伸至故纸堆里的片言只语，历史总
是被反复涂抹和删改，这其中有着太多的复杂和吊诡。这不是要给谁洗白，人的际遇有时真的很难说
。汪精卫如果死在“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时，后世只会流传他的美名。袁世凯的故事折射初
生的共和的悲剧。中国的土壤里没有埋下共和的种子，忽然之间却要求长出一株蓬勃的大树，必然会
被现实的狂风吹得东摇西晃。尼采所谓“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来不及准备，已经扑面到来。
傅国涌笔下的“80后”如鲁迅、张君劢、梅贻琦，“90后”如胡适、陈寅恪、晏阳初等人，纷纷以实
践履行自己的理念，呼唤“新国民”。这是一种自觉的传统，“吾曹不出苍生何如”，与国势危颓、
救亡图存这一特殊背景有着紧密关联，同时这也构建了一个历史空间，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
性和作用，他们执著地唤醒国民理性，建设中国长久缺席的公民生活。如果选取民国知识分子最有代
表性的两张面孔，胡适和鲁迅的得票率肯定很高。本书有两篇文章，一篇名为《胡适为何拒绝组党？
》，另一篇是《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奖提名？》。他们确乎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一个刚烈、一
个柔和，一个怒喝“绝不饶恕”，另一个诉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这一次，这两人的两种拒绝
却异乎寻常地表达了同一种心声，他们都对自我的定位、自身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省思，极力回避巨大
的声名带来的对私人空间和生命价值的侵蚀，但他们更多的是“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
骄之气有着清醒、彻底的认识”，“内心多么渴望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变得健全一些”。每个作者都有
自己的“出入方式”，视角方法或有不同，语言风格或有差异，但凡是好的历史书写，都必须具备两
个因素，即存信与立场。换句话说，对历史要有求真的态度，同时要尽量客观中立地进行评析。傅国
涌的民国历史研究注重史实的淘洗，又不缺乏个人的独立见解，把所谓的“情怀和精神”放回到了民
国时期的真实环境之中。民国氛围并不那么宽松自由，民国人的思想行为也并不总是理想主义，时代
让他们拥有比较多的选择可能性，好的历史书写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些可能性，在历史的艰难走向中
理解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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