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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振常文集（套装全7册）》

内容概要

《唐振常文集(套装全7册)》重点收录他进入史学界后的代表论作，他早年刊载在《华西日报》、《大
公报》上的新闻作品。唐振常一生跨越新闻、文艺、史学三大领域，且均有突出成就，被人誉为“三
界通才”。据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介绍，唐振常1922年10月7日出身四川成都大户人家，1946年自
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后任职《大公报》和《文汇报》，后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1977年
调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上海史的研究，其生前曾自述由新闻转而治史的原因
，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以为“不学史无以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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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唐振常文集（第一卷）》目录：
编辑说明
序言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
韩愈排佛老议
可怜无补费精神——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关于韩柳的评价
歪曲和伪造历史的“精心”之作——评罗思鼎《评淮西之捷》
派性考略
曾·左·李
开放灯船与恢复乡试
李二先生非汉奸
再说李鸿章
张佩纶徒事空谈
春帆楼屈辱依在
纵贯横通论晚清——石泉《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书后
百年沧桑说戊戌
张之洞巧宦热中
张荫桓死得冤
东南互保幕后策划
赵凤昌假造圣旨
赫德与《辛丑条约》
清末三屠
苏报案中—公案——吴稚晖献策辩
《民报》“封禁”事件诸问题
《民报》案审讯补记
论章太炎
寿则多辱？
辛亥上海光复再认识
。
《唐振常文集（第二卷）》目录：
《蔡元培传》
蔡元培北上迎袁考略
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
蔡元培与北大精神
一个待研究的课题
蔡元培之丧补记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书后
。
《唐振常文集（第三卷）》目录：
吴虞研究
吴虞与青木正儿
为《吴虞集》出版说几句话
黄远庸之死
远生之忏
远生时评
立异以为高——说辜鸿铭之一
辜鸿铭“不全集”——说辜鸿铭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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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臣·大臣·功臣（上）——说辜鸿铭之三
儒臣·大臣·功臣（下）——说辜鸿铭之四
“贱种”袁世凯——说辜鸿铭之五
无大臣之风
也说吴稚晖
《四川军阀杂说》
读史—疑——关于陈炯明
陈寅恪先生与中国新史学
陈寅恪先生治史方法
谈陈寅恪先生治史
陈寅恪先生论梁启超及戊成变法之二源
与梁启超无涉
道高犹许后生闻——吴宓先生之乐道敬业精神
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论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之诬
胡适一事
关于傅斯年
“训政”与“开明专制”——一个历史现象的探索
从中西文化冲突看五四之反传统
关于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的思考
以史为鉴说《甲申》
记者·史官·史家
纪念会与研究会
闲话演义
论史随笔
论史续笔二则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
说三分——序黎东方先生《细说三国》
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顾维钧——高克《外交家与战争》序
。
《唐振常文集（第四卷）》目录：
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
痛定思黎澍
黎君墓表
文化神州丧一身——在谭其骧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讲话
长留风范教后生——悼黎东方先生
热泪祭旭麓——在陈旭麓教授追悼会上的讲话
想起了吴雨僧先生
短浅的缘分
豁达大度谢文炳先生
追念刘凡如
直声在天地诗名满人间——记香宋赵尧生先生
赵尧生先生手札书后
记叶圣陶先生
小记黄大师药眠
哭师陀
师陀墓表
忆舅父
张东荪先生记微
五十二年前一册页

Page 4



《唐振常文集（套装全7册）》

漫记萧公权先生
顾老三封信
记沈体兰先生
无缘
周太玄“法师”杂忆
关于夏康农先生
熊佛西先生及其《山水人物印象记》
壮志未酬哀白尘
忆江村
巍巍其人
洪辛死而有怨
死非其时亦得所安——悼天济
李天济君墓表
王芸老十年祭
文章报国难——纪念王芸生先生九五冥诞
悼李公纯青
蔼然长者张琴南先生
怀念蒋荫恩先生
漫说陈虞老
哀启平兼怀宗瀛
有怀陈凡
闻陈凡逝
彬彬君子潘际垌
忆庆澍——兼怀同学诸少年
一代报才刘克林
克林骨灰盒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长歌当哭
周孝怀先生
惜哉斯人！
。
《唐振常文集（第五卷）》目录：
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
上海租界论述
广重塑上海城市形象论
关于上海学（Shanghaiology）
世纪之交说上海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闲话上海人
上海人又跑起来了
城市文化形象说
另一个上海博物馆
万事俱备只待神来
《海上风情——上海百年变迁录》序
“文化上海”的古典与今意——李天纲《文化上海》序
郑祖安《百年上海城》序
师承与变法
可比与不可比
风俗与文化
新屋故室
国学可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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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谋其私
文化人无文化
还是应听陈先生自己说
说白话文对联
掌故之学
旧邦新命贺三联
中华文化最关情——贺《明报》纽约版创刊
《中国文化之谜》第四辑序
独辟蹊径创新境——张倩仪《乡土童年——回忆消逝的中国传统》序
五老七贤
蜀中文化最关情
闻万里桥拆
常州文化
张元济与蔡元培
笔下异同——两位日本汉学家写中国
青木三访王国维
“学者从政”议
孤怀卓荦殉道真——《吴宓自编年谱》读后
卓荦孤怀身殉道——《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
有感 《傅斯年全集》
情真·意真·文真——贺柯灵创作生活六十周年
《丝韦卷》读后
别具一格写智者
读《回忆卫立煌先生》
长水悠悠但求真
京都觑书记
与钱伯城先生书——《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二辑读后
“我们在割稻子！”
战时学术重镇
当年大学城
《大公报》百年将至所感
关于《大公报》二事
旧报旧谈二题
祝贺之余
闲话“闻亦步”
文人论政说是非——王芝琛《大公报往事旧闻》序
本色当行老记者——陆诒《文史杂忆》序
“选集”小议
编辑和作者——从两本书想到的
文责自负，如何？
昔日香港文化大事——《陈君葆日记》提供的材料
说香港文化回归
说长道短
赏珍
还书记
《承传立新——陈寅恪先生之学》自序
《唐振常散文》自序
《往事如烟怀逝者》自序
《饔飧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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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轻集》集前小引
流年大吉“算军粮”
。
《唐振常文集（第六卷）》目录：
《颐之时》
《澳洲见闻》
川行杂忆
晋祠·五台·云冈
赤壁游
莫干山记
川行—感—得
津门有感
蓟县所见
洛阳看牡丹
龙门怀古
白马寺内
我头何在
少林赛步
中岳庙断想
从媚香楼说起
柏克莱通讯
小城柏克莱
瑞町之旅
普林斯顿到康奈尔
烟台行
刘公岛上念甲午
青岛一日
杭行所感
。
《唐振常文集（第七卷）》目录：
电影文学剧本《球场风波》
有鬼皆害辩
“打鬼之战”掀起的时候
谈鬼戏
黄钟大吕奏大风——评七幕历史剧《大风歌》
金石可开山可颓——喜看川剧《夫妻桥》
于无声处听惊雷
《回柬》漫赏
听书杂感
雅与俗
文人与京剧
典范之作
我思京剧
戏曲之衰
戏歌？！
闻厉慧良死
怪戏，怪得可爱！
移而不能植，何必移？
莎翁戏曲化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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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剧目移植鉴往
移而不植
从苟慧生泡戏谈剧目
花旦一行
就料投师
学·用·化
想到流派
名角会串杂感
杜十娘为何投江？
死音变活曲 歌者化文人——从粤剧《关汉卿》说起
谈秦香莲
为山西梆子叫好
《恶虎村》能演否？
一代宗师生死劫——《麒麟童生死情缘》序
新闻特写 燕大欢迎司徒雷登：他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新闻特写追悼李闻
新闻特写追悼青年导师鲁迅十周年祭
人物特写司徒雷登先生
人物特写记朱自清先生——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了！
远远不止于震动
一个词语搅乱了历史
也谈清官
看电影与听报告
上海新春杂记
学术研究—大障碍——有感于图书档案部门门禁之严
委婉的扼杀——对卢弓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昆明徐霞客纪念馆所感
考厨师
关于动物的联想
老狗翻不出新花样
狗去猪来
武化世界
旧稿旧事
八年忆往
同学少年
忆故居
读《湘绮楼日记》一得
再记唐帽顶
大师其奈顽童何
祭胞兄振彬文
毕业论文《论新闻自由》
风雨同舟忆《文萃》
早岁哪知世事艰——自传之一
老年方悔读书迟——自传之二
自传补
主要著作目录
附迟到的怀念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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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最可看曾李待遇之异者，是死后享受的不同。曾死，“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
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李死，“两宫震悼，赐祭葬，赠太傅，受封一等位，谥文忠。入
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专祠以祀，并命于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
，盖异数也”。（以上分见《清史稿》曾李本传）李鸿章的爵位，在死后和曾国藩拉平了，比国藩高
了一级的是，京师建立专祠。国藩地下有知，当重复生前所说：“今上甚从其言也。”其实，重用后
半生的李鸿章，初在恭王，后在醇王，因二王而邀慈禧的宠信，鸿章身价日隆矣。 甲午战败以前，鸿
章虽亦曾受攻讦，还有人比之为贾似道、严嵩，袁爽秋甚而毁掉与鸿章子经方的儿女婚约。但攻讦主
要来自反对洋务的守旧之士和清议朝政的清流党人，对他来说，是小焉者，不在话下。反对开放，反
对学西法（尽管国藩和鸿章主张学的西法是尚未得其本，毕竟是进了一大步），其时已成不了气候，
至于清流党，尽管激昂慷慨，终归是局外人空口说白话容易，无实际之补，亦于鸿章所图之大局无碍
。对李鸿章一生最大打击，致命的一击，乃在甲午惨败。 尽管有人批评鸿章历次上疏言海防之固“似
嫌过于自满，启上骄志”，又说：“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公（
指鸿章）于事前似未尽知。”（《异辞录》）毕竟苦心经营数十年，鸿章于我海防及海军实力，还是
比较清楚的。鸿章之咎，在于未力争不得以购买机器军火费用移以修建颐和园。《异辞录》作者刘体
仁，对此说是“以汉臣而膺宠眷，未便与人家事，此不能为公咎者”。其说荒唐，动用军费怎能说是
清室家事？正因为李鸿章于中日海军比较清楚，所以，他才不主战。多年传统观念，至今也还是如此
，论战论人，往往概以主张战和判忠奸，主战者皆忠臣、英雄，主和者必奸臣、败类。鸿章在此种朝
野议论影响下，没有公开明确表示反战，然《清史稿》鸿章本传，已道出鸿章之不主战，“至是（指
甲午时），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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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振常文集(套装全7册)》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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