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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人的北京城》

内容概要

城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的历史。对于拥有850年历史的北京城，近现代史只是其中的篇章，但因为有康有
为、蔡元培、陈独秀、鲁迅与老舍等文化大家活跃其中，便牵出城与人之间深深浅浅的情缘。北京是
蔡元培培育自由、民主学风的城市，也是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地方。是康有为壮志理想的失意地
，也是徐志摩爱情的追寻地。平静的太平湖，接纳了老舍先生无法释怀的一腔委屈；但消失的城墙却
只能陡增梁思成先生的扼腕叹息。读一代大家与北京的故事，既是读城市的历史，也是读一个城市的
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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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人的北京城》

书籍目录

1 康有为之失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2 蔡元培之宽容：不拘一格降人才
3 陈独秀之坎坷：风雨中的前行者
4 鲁迅之悲哀：手足之情抵不住枕边风
5 胡适之窝囊：不敢离婚
6 徐志摩的追求：幸哉？命哉？
7 朱自清之哀婉：乱世中的文人意气
8 老舍的心病：时代造就的“逆子”
9 梁思成之感慨：“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10 沈从文之彷徨：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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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人的北京城》

精彩短评

1、北京，北京城。我最喜欢，是北平这个名字。
2、是我对民国大师的第一印象
3、我一直很欣赏北京作为一个都城的大气、从容与深厚的历史底蕴，这十个人，是近代最能代表国
家命运、民族气质的十个人，他们的北京城，也是我心目中的北京城。
4、很不错的书，相对完整的介绍了动荡时期的文人墨客
5、近代文坛让人扼腕的人和情谊太多了。文章最爱老舍，人品莫过于沈从文，气度绝对胡适，伟大
自然鲁迅。
6、还是不错的简短人物传记
7、很多美好的人美好的事，想想唏嘘不已令人回味。很不错的视角，读起来很舒服
8、没事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
9、语言看似美 实则没什么自己的东西 还动不动就插入第一人称 看得别扭死了 书名让人很期待的 落
差太大
10、不好
11、高中时代给我映像最深的一本书
12、读毕，也恨也泣
13、当年北京还叫北平。陆小曼顶不喜欢的北平城。
14、两星半
15、和城记一起读，颇有感触
16、江冬秀的厨艺。琉璃厂的玩意儿。旧书。
17、我因为这本书爱上梁思成
18、从这里开始，想再来北京看看。
19、其实，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世上居然有梁思成、林徽因这样一对夫妇，虽然这次也只是粗微的了解
⋯
20、不知道是城造就了人，还是人璀璨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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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人的北京城》

精彩书评

1、作者用了特“高考”巨恶心人的意淫型语气来作传：“康有为恍惚觉得自己身在1898年，白驹过隙
，一切都恍然如梦”。评价全是教科书。除了胡适以外。作者讲了胡适怕老婆的故事，貌似并不知道
胡适在美国的小女朋友。不过胡适还真TM怕老婆，难怪他在《中国的文艺复兴》里要那样强调中国
妇女并不可怜！“完人”蔡元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各自比前一个小十二岁。人称“三兔”。鲁迅和作
人全是被一日本女人害的反目成仇。作者显然很喜爱徐志摩这朵小流氓。朱自清那里，美国人怕你们
没饭吃给你们发面粉，不吃就不吃吧，还装气节。恶心极了。老舍长的好作家。他一直没想到自己会
被批判，所以才瞬间自杀的。梁思成那种苦杀了我我也不愿受。沈从文1949年就开始急着自杀了，结
果活过了文革。威武。这十个人的共同特点是，除了鲁迅外，故居都找不到了。
2、看到鲁迅为手足情而悲伤时我哭了，看到梁思成的城门楼子城墙被拆掉的时候我更是泣不成声。
是因为描写的感人？不是。是因为我被这些文人感动了，他们爱北京，为北京奉献着。我也爱这座城
市，更爱城市里这些可爱的人。这些文人墨客都为保护北京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付出了太多太多的
东西，而自己呢？被批斗、被下放，自杀、忧郁而终，有几个人过着舒坦日子。没有。这本书，涉及
面仅仅在于文人，并且都是留过洋，之后又回到祖国北京（当时是北平）的大家们。从他们的一生开
始到结束，一些重要的年月，写得比较精细，几个月中的沉浮描写的细致入微，但有些年月却寥寥几
笔带过。尤其是沈从文当初在历史博物馆的十多年，和在去世之前的日子，仅用了一两页就说完了，
我认为去世前的这段时期他做过的一些事情，说过的一些话，是非常值得我们讨论的。以为描写的太
简单，这本书适合给对老北京感兴趣的人启蒙用。挑选感兴趣的作家、学者，再仔细研究。拆掉一座
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同感，不同的是，我出生的时候这些
肉、皮就全都不在了，这座城市赤裸着任人蹂躏
3、昨夜没书看，拿出来又翻了一遍，上次看的时候没上豆瓣，这次上了，所以有了些评论。感慨太
深都跟梁思成有关，今天又堵车了，当时要是听听人家的，会不会好些？林徽音好美，放在现在也一
样的不差，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美女的！徐志摩和胡适呢？我不知道咋评论，都有爱，一个大胆去
最，一个无胆放弃，一个为爱而死，可我不敢说胡适就没有爱而活？
4、如果说要我来评价近现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城市，北京和延安应该在名次上不分上下。民国的风
云人物大多与北京（北平）有过或甜蜜或苦涩的难忘记忆。如果要只在一个城市寻找代表民国风度的
人物，唯有北京才有这样非我莫属的底气。书中选择了10位民国时期盛名的人物。他们是熟悉的，今
天我们甚至可以只说一个词，就足以回忆他们的轶事，像“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像“战士和标枪”
的鲁迅，像“我的朋友”胡适，像“不带走一片云彩”的翩翩佳公子徐志摩；他们又是疏离的，今天
的我们很少会有兴趣去真正了解当时的人们的为什么怒目金刚？为什么沉吟低眉？把这样丰富的人事
集中到一本小书来纵横论述，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勇气和能力，但我个人认为虽然是尽力了，但还不
够好。首先谁最能代表北京恐怕就是个永远没有结论的讨论，各花入各眼，个人的审美趣味不同个人
经历不同，对民国这些个性各异的历史人物的认同自然也是不同的，从浩如人海中挑选十个人来代表
民国风度实在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第二详略取舍不当。由于篇幅的限制，作者自然难以很大的发
挥空间，其中的详略取舍也要更见功力才行，但书中明显由于作者的好恶，再加上又要与北京有所关
系，内容的详略有些偏颇。例如第二章《蔡元培之宽容》，就大段的介绍辜鸿铭、刘文典还有其后的
学士居的饮食。这当然有作者说明蔡元培“兼容并包”精神的考虑，但我想与其把字数花费在这些内
容上面，不如在蔡元培与北洋政府与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上多做些文章，仅仅是蔡校长那句的“大
学大者，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就足以让晚辈汗颜不止。如果说一所大学曾改变了中
国的话，那么这所大学只能是北大，如果说一个人曾改变了北大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蔡先生。个人认
为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他所具有的智慧和勇气，他所经历的痛苦和欣喜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些短
小的文章，固然只能算是小趣味，但从小书中也能窥看到那些民国文人的丰采，北京因缘际会提供给
这些才俊们表现的舞台，自身也更增添了人文色彩，五四的北京与其说是简单的一个地名，不如说它
是一个传说，一个理想，一曲绝唱，那些逝去的佳人是与当时的北京两相宜的。
5、用很快的速度看完了，并不是对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印象深刻，能记得的还是那几个鲁迅、徐志摩
、胡适、蔡元培等等。把名人的经历和北京城结合了起来，读着别有风味，人无完人，看着老舍最后
投湖、看着蔡元培最后英雄无用武之地满是感慨。
6、印象深刻的是梁思成篇  让人遗憾晚生了几十年 没有见到北京城曾经古色古香美奂美伦的样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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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人的北京城》

曾经的人们不屑滴打碎握在手里的珍宝而感到痛心无比 因此又庆幸自己不曾见到她的美 因此痛心也
就不那么无以复加另外 在蔡元培篇中出现的辜鸿铭老先生的趣事也的确令人忍俊不禁：老先生倒着读
英文，对英语不屑的样子让人忍不住笑他的可爱；作为精通8、9门外语的一个天才 又让人不得不佩服 
。总之，从此提到辜鸿铭，我不再只是想到一个留着细小发辫的前清遗老的的固执小老头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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