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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历史的烟尘》

内容概要

《走出历史的烟尘》为《三联生活周刊》品牌栏目“口述”结集。有历史就有传奇，有人物就有命运
。听亲历者说，在笑声泪影中见时代风云。
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洪宪太子”袁克定、民国名士张伯驹、一代报人王芸生⋯⋯
本书提及的文化、历史名人，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均有重大影响，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既有各自性格、
际遇的个性，又有大时代下人们命运的共性。
作者并非资料写作，而是采访当事人本人或他们的后代，以口述形式 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事件的原
貌，其中不乏独家披露的珍贵史料，并配有诸多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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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历史的烟尘》

作者简介

李菁，《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已出版《往事不寂寞》《活在别人的历史里》《记忆的容颜》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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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蹚过历史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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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邵洵美                  口述人：邵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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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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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历史的烟尘》

精彩书评

1、在多数时候，我们看待历史，都是站的远远地，持一种观望态度。《走出历史的烟尘》这本书中
所讲述的那些历史，与我印象中的那些差距很大。讲述那些历史的人物并非都是事件的亲历者，而是
与其相关的亲朋。他们口中的那些历史，是与我们看到的历史不同的。这里并不存在谁的历史才是真
正的历史的问题，这本书只是给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另一面。这一面脱离了政治需要、脱离了意识形态
的要求，以一种更为亲切、更为人性地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本书中，张学良、鲁迅不再仅仅是
一个史书中的符号，而是大伯、是父亲。《走出历史的烟尘》这本书分三个部分，所涉及到的人物既
有政界、商界大佬，也有文艺界名人；既有如今家喻户晓的人，也有在历史角落里等着我们发现的名
字。虽然涉及的范围很广，但这些历史都是经由其亲历者的亲朋讲述，这让我有一种“在现场却是旁
观者”的奇异的感觉。说是在现场，是因为相比起我们来说、相比起史书来说，这些人距离历史更距
离更近，其观察讲述的角度也并非是史书那般的客观公正，而是带着自己的感情，这种观察就让读者
感觉自己距离现场要更近。说是旁观者，是因为这些人虽然距离历史很近，但又并非是历史的亲历者
。他们虽然裹挟在历史的潮流之中、经历了那些让我们或惊叹或惋惜的事件，但他们对真相也并非全
知，身份的限制让他们无法对历史的主角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他们所讲述的也并非一定就是真相
，他们讲述的只是他们站在子侄、下属、亲朋的角度所看到的事件。这种“在现场却是旁观者”的感
觉在我们阅读历史的过程中是一种新鲜感觉，口述人明明带着我们走近了现场，我们却发现自己似乎
离现场更遥远。这也许就是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书中的这些口述人他们事实上是作为当局
者在讲述这些历史的，但由于靠的太近反而看的不够明晰，这才让我们产生了他们是旁观者的感觉。
无论如何，《走出历史的烟尘》这本书的确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有趣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也让我
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舞台上会展现出不同的模样，作为皇帝、军官、文人的他
们在与他们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就又会或多或少地褪去皇帝、军官、文人的角色，而添了亲人的角
色。这本书就是在给我展示了这些皇帝、军官、文人，在离开历史的大舞台之后，在另一个更私密随
意的舞台上的模样。看历史的另一面，站得更近一些去旁观。无所谓真实与否，只是更鲜活、更有趣
。　　
2、从人物命运读懂烟尘中的历史“读书贵读人”。《走出历史的烟尘》以“口述”的形式告诉公众
一些误传和真相。李菁的兴趣是历史人物，李菁所有卓越文章的起点，是她有罕见的对珍珠般细节的
发现与辨识能力。从末代皇帝溥仪，到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再到“洪宪太子”袁克定、民国名
士张伯驹、一代报人王芸生等文化、历史名人，作者李菁通过采访当事人本人或他们的后代，尽可能
还原历史人物、事件的原貌，其中不乏独家披露的珍贵史料，并配有诸多老照片。　　有历史就有传
奇，有人物就有命运，回望历史烟尘中的那些人，有些名字不该被遗忘。听亲历者说，在笑声泪影中
见时代风云，有时又是由一个个曲折跌宕人生故事构成的亲切与鲜活。历史的神秘或不可捉摸，回望
那些没入历史烟尘中的面孔，总能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际遇，得到不可思议的突显和表达——
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曹聚仁：浮出水面的“密使”、章士钊：九十三岁老人的最后一次斡旋
⋯⋯《走出历史的烟尘》以无可比拟的教育功能、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使每一个读者都能置身于真实
的历史之境。　　蹚过历史的河流，这里封存着岁月，这里遗落着历史的烟尘，在历史的变迁中，那
些尘封的人和事，仿佛抖落了身上的尘烟，不是故纸堆里干巴巴的符号，封建贵族气质在岁月中一点
点的隐退。“男人们喜欢从事件中看出宏大以显示其对时代的把握和参透；而我，犹自喜欢大背景下
小人物的命运，觉得悲天悯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东西。”正如李菁所言：“我渐渐明白，所谓传奇，不
过是外人赋予的一种想象，回归到这些人物本身，他们所经历的都是时代大背景与个人命运交织下的
真实生活。”时代洪流与个人命运的重叠、交错、纠葛、撕扯⋯⋯让人掩卷可泣，历史的想像力也并
没有终结于此。　　回望历史烟尘中的那些人，从溥仪、袁克定、杜月笙，到张学良、陈友仁、伍连
德⋯⋯“文字里的人物，一步步走来、伸出手⋯⋯然后，彼此落座，讲述与倾听开始⋯⋯嗯，我们会
拥有一次奇妙的回忆与追寻⋯⋯”正如《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李鸿谷所言：“那些走出文字里的
人物，经过李菁，想象落地，再次形成文字、形成这本书。它当然迥异于你曾经印象里的那些人物，
而且不可替代。”　　当真实渐次湮灭在远去的历史烟尘中，当名盛一时的豪杰美人俱已朽为白骨，
历史的车轮依然辘辘作响，千古以来大浪淘沙，“是真名士自风流”——张伯驹、邵洵美、鲁迅、王
芸生、唐德刚、周有光、黄永玉。《走出历史的烟尘》让人拾起历史的碎片，忆起这里曾有的荣耀与
辉煌、悲催与没落。那是一段段在中华历史中不可忘却的史实，那是一段段撼人心魄的史实，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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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历史的烟尘》

后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既为文章中的人物命运慨叹，更为李菁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和一段段
鲜为人知史实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走出历史的烟尘》不是普通的文学著作，是一部可以
传世的历史巨著。《走出历史的烟尘》用生动的“口述”拼凑历史的真相。《走出历史的烟尘》并不
排除历史文献资料，之所以要“口述历史”，是因为那些历史人物的后人或至亲好友也都是老人，已
经不太能自己写了，“口述”还有抢救历史资料的性质。“口述”，你说我记，看起来是最容易的一
种文章模式，然而作为口述史学，作者的素养态度、知识结构、专业兴趣无不制约着“结论”的客观
性。　　李菁说过：“作为一名杂志记者，如何处理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也就是说如何在选题方面
进行把控。”在《走出历史的烟尘》中，从“口述”课题的选择，到访谈对象的确定，再到访谈问题
的提出、口述过程的引导，以及“口述”材料的取舍、分析鉴别等，李菁以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凝练的
手笔使每一个读者准确的接近历史真相，让历史更加全面的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实。刘英团/
文见报于3月10日《永洲日报》A2版“潇湘阅读”http://paper.0746news.com/Qnews.asp?ID=38251
3、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口述”栏目很多年，一直被李菁的文采所吸引，得知“口述”栏目结集
立刻入手，果然没让我失望！历史人物的形象历历在目，口述的形式更真实，好像置身真实的历史环
境。《走出历史的烟尘》收录了“口述”栏目最经典的文章，溥仪，杜月笙，张学良，章士钊，鲁迅
⋯⋯每一篇都很动人！期待没有收录的文章也赶快面世！
4、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学过，无论是溥仪、杜月笙，还是张学良、袁世凯，大家
都如数家珍，那段历史虽然已尘封许久，但我们对这些风云人物的事迹却并不陌生。但那只是历史书
本的皮毛，对于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一知半解。不过，幸好有李菁老
师。她能与自己写历史人物的后辈们面对面交流，聊起那段被尘封许久的人和事，自然将那些历史人
物赋予新的传奇色彩。毕竟，它们都是过去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他们能清晰完整地还原人物
的关系与历史的真实性，它们所口述的历史事件也不缺乏故事性、纪实性，完全可以让我们更透彻地
去重温那段历史，而且颇具深度，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找寻不到的，传奇色彩自然而然地久浮出水面
。《三联生活周刊》的口述栏目吸引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在杂志中应该是“拳头”栏目，非常有分量
。如今结集成书，就是把口述栏目中最经典的文章再次呈现给大家，珍贵的历史照片显现出历史沧桑
感，让人觉得这本书很厚重，具有很强的收藏价值。历史是奋斗历程最真实的评价，岁月是发展足迹
最深刻的见证。当一个又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我们会突然发现，这些人物和他们身
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对中国现当代社会有重大影响。历史名人的背后，暗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
的脉络，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影响着百姓大众的平安与幸福。每个喜欢了解历史的人，心中都会有
一个图腾，他带你走近历史，爱上历史，一次次的刺激你，一次次的激励你，或许我们永远不会成为
获接近那个图腾，但至少通过他的历史，爱上了他身上的故事，传奇就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在历史
中发现传奇，跟李菁老师一起走近《走出历史的烟尘》，这本书就像讲述某些图腾的人生，总有新的
奇迹上演，老去的传奇谢幕。看着现在依旧精彩的文字，我们仿佛置身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有种别
样的激动。文/阿晨
5、买这本书是因为作者是李菁。知道李菁是因为她偶尔会上锵锵，虽然出现并不频繁，但很喜欢她
，感觉她有作为记者的敏锐、作为编辑的冷静，作为女人的温婉，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听说她出
了新书，又恰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历史人物的短篇集结，当然赶紧收入。读完之后我更喜欢李菁其人，
作为记者，作为作者，她完全没有任何邀功居功的想法和做法，序是三联执行主编李鸿谷的文字，相
比也是出版社的必然要求，然后即入正文，分三章共十九篇文章，不勉强凑整数就可见责任心，更重
要的是，全书李菁完全躲在幕后，不仅没有自序、没有后记，连这十九篇文章也不见一个作者的“我
”字出现。想到前几天她做节目纪念刚刚去世的何振梁老，非常深情地回忆老人在世时的举止教诲，
何老自己说是从周总理身上学到作人的准则，李菁非常钦佩尊重；在我看来，李菁何尝不是从何老身
上学作人的准则，令我等读者亦钦佩尊重。我理解，作者出此书的意义完全不在于为自己累积功名，
而只是把了解到的人物和事件讲述出来，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客观地了解真实的人和事，能够对过往
多一些解读，多一些思考，不论是强化还是修正观者的既有印象，她都尽力做了她该做的，她能做的
。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就该得到高分。第1篇，溥仪的族人恭亲王的后人毓嶦口述，其实那时
候已经推翻帝制了，他和溥仪的接触也算有限。他的认识中，溥仪的性格还是多少有些古怪，但是考
虑到他的经历却很可以理解，说了对婉容的印象等等。第二篇，是婉容的弟弟润麟的采访，润麟和溥
仪的接触就多多了，溥仪和婉容对这个弟弟都是很喜欢很重视的，而他则完全不承认婉容吸食鸦片，
和第一篇的人物视角有了很大不同。刚好开篇两文章就有了这样的比对，读者便该有了自我分析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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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而润麟和溥仪妹妹三格格的婚姻也是一段佳话。第三篇，袁克定的残烛之年，这里的老年袁克定
真的满凄凉，多亏了张伯驹一家的照顾，而父亲临死时念叨的“克定害我”“欺父误国”不知袁克定
在老年时是否会想起。。。。。。第四篇，最后的格格金默玉，川岛芳子的亲妹妹，同父同母，受其
牵连，从之前完全没有金钱概念的皇族几经磨难终于成为一名公民，当初肃亲王也是铁帽子王吧。第
五篇，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现在是古钱币收藏家，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就是老式大家长的印象，之
前老觉得这是青帮老大，基本是负面人物，其实杜月笙在当时抗战反日的过程中包括稳定上海都发挥
了很重要的作用，义气中人。而杜月笙和梅兰芳的关系也并没有因孟小冬而受影响。第六篇张学良弟
弟张学森的女儿张闾蘅的采访，最近对张学良将军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对从东北易帜到九一八事后如
坐针毡，到西安事变，到被软禁的各种境遇，到晚年的生活，其对蒋介石、对东北军、对国共两党的
关系和影响，到怕波动太大而一直未再回大陆等等，长寿少帅的一生真的太精彩了。之前看的书里写
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去解决时见到蒋先叫了一声校长就让人感慨万千，而此篇中写到各种复杂条件下
创造机会安排张学良和吕正操在美国见面我几乎落泪。会在寻专门的书来看。第七篇太平轮，我完全
不打算看吴宇森的太平轮，还上下集，因为吸取了看赤壁的教训。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历史的亲历
者还很多很避讳谈及当年的事情。而这悲剧又只是1949的大悲剧中的一个剪影，我们的历史，让人喟
叹的事情太多了，忘不了看大江大海和巨流河时的眼泪。第八篇陈友仁，之前不了解的人物，国民政
府时期的杰出外交家，我们的祖国曾经有多少这样母语为外国语言的人为了自己的根而回到这里，希
望贡献力量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陈家的三代人书写了传奇故事。第九篇伍连德，完全凭借自己
的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控制了蔓延整个东北地区的肺鼠疫情，工作的环境是危险的，但伍连德是幸运
的，得到了政府主管的支持，信任他，作为一个预防医学和微生物学的医学家，他的人生最大限度实
现了自己的价值。第十篇曹聚仁，两岸秘史，虽然当时他联系的事最后并未付诸实现，但其在国共和
两岸间发挥的作用却无法抹杀。现在，人们只知曹景行不知曹聚仁，就像人们只识秦汉不识孙元良一
样。第十一篇章士钊，这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了。而此书杜维善那篇中曾经谈到章士钊，当时编辑居然
在人物语言中的“行老”中作了脚注，说是以前行业的头儿，为人介绍职业什么的，我当时就呆了，
“行老”是指章士钊啊！此篇中则当然多次提到别人对他的这一称呼，只能理解为小编的错误啊。而
此篇中又可看出作者的仁厚，其实世人皆知章含之不是章士钊的亲生女儿，而且章含之和章士钊的关
系一直不算和睦，章含之在后来自己的书中也提到这是自己的遗憾。但是鉴于对章含之和乔冠华在十
年间的所为，和洪君彦的书，我对她的为人是有一点看法的。我相信这些问题李菁作为资深记者一定
非常清楚。但是此书只是写章士钊，没必要牵扯对章含之的评价，所以作者完全把章含之作为一个女
儿的身份来写，篇幅不多，都是围绕章士钊其人其事。第十二篇吴阶平，周总理医疗小组的领头人，
中国医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光是吴家就可以开一个医院了。我认为那个评价“使他身体保持平衡
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则是他的政治敏感与审时度势的本领”，真是再准
确不过了。第十三篇张伯驹，从章诒和的文章开始，十几年前就对张伯驹的事迹佩服不已。而现在随
着年龄的增长和历史观的调整修正，更是觉得一般人果然担不起民国公子的称号。真是散尽万贯家财
，为了保护国宝不流出，变卖房产只为一幅字画，之后有生之年把价值连城的收藏全书捐赠给国家，
而自己被打成右派，连容身之处都没有。黄永玉老描写的张伯驹真是栩栩如生，王世襄老的回忆更是
让人知其品行，其奉献丰伟而一无所求，平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第十四篇邵洵美，一个儒雅的文人孟
尝君形象跃然纸上，邵绡红应该继承了父亲的性格，谈到鲁迅的讽刺，只是说鲁迅先生误解了父亲，
而生活上的精神追求不能成为原罪。第十五篇周海婴回忆父亲，恰和前一篇又是对比，儿子眼中的父
亲完全不是横眉冷对睚眦必报的决裂形象，而是和一般人家的父亲没什么区别，他也希望大家能够更
多把鲁迅作为一个普通人正常人来看待。时代造就了鲁迅，时代也需要鲁迅，鲁迅毕竟展现了中国人
的风骨，我对鲁迅先生也经历了少年时的懵懂尊为大家，到叛逆青年期的以为其文字不过关只会骂人
（年轻权且作为幼稚的借口吧），到如今的客观看待，尊重，尊敬。第十六篇王芸生，这篇只是写了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连载在王芸生的心头一直惦记，更多王芸生的故事，杨奎松老师的书里写了很
多，非常具体真实。第十七篇，唐德刚，顾维钧、胡适、李宗仁的口述历史完成者，哥伦比亚大学的
这个项目真是值得感谢，现在很想看起整理的口述历史作品。第十八篇周有光，之前看了张允和的最
后的闺秀，对张家四姐妹有所了解，而那时周有光只是作为家属出现。看了李菁的采访，才知道周有
光老的赫赫大名，才知道原来汉语拼音竟是五十年代之后的产物，汗颜。二位老人相携一生的爱情简
直像童话一样完美。黄永玉，重量级的压轴者，中国没人不爱这个可爱的老头了吧，当年八小时的火
车全靠黄永玉老的比他老的老头打发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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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走出历史的烟尘》，李菁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原是三联周刊一系列关于人物访谈
的合集。作为口述历史，当事人或其亲近者的讲述更具当时的真实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由于主观或
客观的原因而充满错漏。但无论如何，较之官修史与野史，毕竟是历史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也具有独
特价值。历史正是在这对比的叙述中，才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要由学者来梳
理、由读者来判断。但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口述史中的人都是丰满的、多面的、复杂的、鲜活的、亮
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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