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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百一录》

内容概要

本书是学者胡文辉的人物随笔，主要写陈寅恪、钱锺书、章太炎、梁启超等大学者的治学历程，百一
录，一人一题，号为百一荟萃之意。诸多学林人物掌故逸事，尽萃于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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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百一录》

作者简介

胡文辉，1967 年生于广州，现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编辑。著有《中国早期方
术与文献丛考》、《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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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毕竟是个报人
2、修行2nd，胡公且勇且达，见识广博而不为贤者讳尊者隐，大敢说说实话，实为灰暗天地之中一抹
难得亮色。这并非我喜欢他唯一一点，胡公推崇陈公寅恪，行文也大有寒柳公以小见大见微言著的作
风，本书所纳诸文大致以此脉络行来，梅兰芳后庭花一篇与杨玉环非处女入宫一文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见不必重古非今，今世仍大有人才在，只要你能找到并读之。
3、写张之洞一篇尤开眼界，陈竞存一篇，虽是旧调新唱，但尤心有戚戚焉，适之不适，竞存难存！
4、67
5、读书多少与见识长短并不一定是正相关的。
6、本来只想做枕边消遣。读起来还有点累。出乎意料。总觉得这种人物和事件交错以描述历史或某
个论点的文章最近读的有点儿多了，似乎自己也故纸堆起来，需戒。
7、对资料竭泽而渔式的挖掘印象深刻。总体上逊于《洛城论学集》
8、闲书。我就喜欢八卦～
9、掌故有考证，流氓挡不住，哈哈。
10、长见识，有些地方觉得不够厚道
11、杂既杂矣，精则未必，闲暇读之，也算有趣。
12、初读无味，半本后渐入佳境，其言陈、钱、胡等人，不可不谓有得于心
13、适之不适，竞存难存。
14、有意思有意义，二义得一，人物考证即可深挖。第二辑头四种里最喜欢的一种。第一辑最喜欢的
一种是《始有集》。
15、买了，读过几篇，文体不好，待空时再看。
16、还行
17、这本里有意思的文章多。我最喜欢《王国维的逸文及其自我表扬》《陈寅恪致牟润孙函中的隐语
》两篇。
18、闲书翻完，干正事去也~
19、有文有质
20、又是一本看到了想买结果发现书柜里早已经有了的书。。。
21、妙人谈书生八卦，哂然。
22、总归知道历史的复杂以及人物的多面性
23、书里许多文章若干年前已读过，此书多有补记，甚佳。
24、人物随笔，既有学林掌故，也有政坛逸闻，读来饶有趣味，论及陈炯明、吴佩孚等政治人物和中
大刘节的几篇最为喜欢。不过考据看似至精至当，但推断甚陋，结论未免失之牢靠。
25、部分考据很有意思，有些则完全可以当做八卦来看
26、胡文辉的傲慢、任性与刻薄挺好看的。但以席慕容结尾也挺蠢的。
27、可以打一星么，受不了了
28、我不懂这些非学术研究的价值，感觉没太多意思。
29、胡适的怕老婆写得太逗了⋯⋯
30、对于历史人物的考证有些挺有意思的，还是很值得一读，属于我感兴趣的内容。
31、陈炯明、刘节、吴佩孚共分1分，张爱玲2篇独占一分，但后者尤其为苏青的角色找原型，材料准
备不足，无怪黄裳耻笑。感觉为文刻薄，不会复读。
32、胡氏的学林掌故文字固然不错，但似乎还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
33、终于...看完..仍待细看~不及上次看洛城集般惊艳
34、学识俱佳，饶有趣味。对一些人事的考据，推理看似很严密，但结论是否就此可靠了呢？也许有
陷入自身推理逻辑中而不能自拔的危险，毕竟历史是诡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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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比起那本洛城集，我看胡文辉先生这本书的进度，就慢了许多。一是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二是或
许我对于近世（这里特指近代），还是不甚熟悉罢。如今粗略地看完一遍，个人感觉更喜好前半部分
的文章。因这里面文章各异，我也就散乱地随意说说一些有意思的地方。陈炯明那篇我颇为注意，因
最近看其他书，也常看到为陈翻案的文字。对于近世的政治人物，如今真是愈发不喜孙逸仙了（还好
对他屡败屡战的劲头还是挺敬佩的OTZ）。粗浅地觉得，近世的政坛经历了一个从士大夫阶层转向政
客林立，继而为党人拥斥的过程。此书中《失落的士大夫》里的叶恭绰，便是晚清遗留下来的士大夫
官僚，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曾为陈从周的《苏州园林》一书写序，小序读来颇有文士之气。古
时的士大夫官僚我们已经难以遥想其风姿，但近代留存的类似人物，或可让人管窥进可官僚，退可名
士的士人风度。只是这样的士人已经在近世的洪潮中雨打风吹去，剩下了一干旗帜摇得晃眼、口号吹
得山响的众党人。孙逸仙这位一党领袖，备受当时及后世尊崇，但其惯用的手段，却又总是令人惊诧
。借党人革命的旗号，为目的不择手段，如借势日本、俄国，造成后来的⋯.（此处不便言清），曾不
如秀才军阀吴佩孚之不抛弃旧主曹锟，和东北蛮人张作霖对日本保留底线的意志。而被国党官方刻意
抹黑的陈炯明，却更多保留了士人的原则性。不谈陈的“连省自治”主张和孙大炮“武装统一”的冲
突，单单从二人的作为上看，孙之手段，陈之原则，鲜明可征。胡先生的文章中有提：列宁特使表示
可将海参崴军械供粤军而陈婉拒，意在不借助外力以免受牵制；而孙为了绊倒袁世凯，致函日本首相
提出开放中国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陈被孙进攻广州时，属下以财源枯竭为由要求以开征赌税，陈
坚拒；而孙为了筹集北伐经费，与美商签订协议致使美商垄断了中国的商务让与权。从这一切都能看
出，近代史中被奉为时代先锋的革命党人，却恰恰破坏了士人政治中残留的珍贵部分。关于中大人物
之刘节一文，我看这文的时候竟最乐。其为寅恪师的弟子，不似与师尊教诲背道而驰的汪篯，他在争
取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上，似将其师的精神，更为发扬了。看文感到很乐的原因，也是因为刘节在高
压环境的言论，捅破了那张伪善的窗户纸，言语之直率，近乎可爱。从“干将们”批判刘节“反动”
言论的长文中，可以看出刘节先生言辞之大胆：污蔑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回老家”。胡说党的领导“
越讲越混乱，思想控制不住，因而不得不搞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老“三篇”，说“为人民服务，
我看讲起来易，做起了难⋯⋯”污蔑社会主义农村“农民穿得很脏，很破，居住的地方很脏，还不如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农村”污蔑大跃进是“吹牛皮”“使我们饿肚皮”。⋯⋯“现在没得吃，不如抗
战时的四川”。污蔑人民公社“办糟了”，“下不了台”。这些言论，非常的大实话，公然点明领袖
的错误，可谓是逆了龙鳞。虽然读者都知道这些言论会给刘节带来无尽的祸端，但看到这位先生能在
谬误之前畅快地说出真话，我们这些后世人不禁大呼痛快。想寅恪师在这段时期，顾及到各方面，在
很多情况下，也只能借深奥的隐语抒发对时局的感慨，而他的学生刘节，却敢于如此说出真话，真不
负陈氏弟子的身份。在近代开启的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在中国盛极一时。只是在官方刻意
的掩盖中，我们这些人对此都不甚了解。曾经看到一位海外的信徒笑称，当年教廷将一批又一批神甫
们送入清国的穷乡僻壤，这些神甫，却都是教会的顶尖人才，教会还真是人才济济，因此才敢于将这
么多辛苦培养的神甫就这样搭给了异国。但另一位国内菇凉，算来也是我十分友爱的网友，却认为说
到近代传教士，她便不由自主想到殖民的背后动机。记得当时我夹在她们之间，态度很是模糊。耶教
遍及天下的传教理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抹掉了一些异域文明，但其深入一切生民的现实生存境地，
却又是那些本土统治者所不及的。国朝历代士人，虽有着平天下的志愿，可却常常是局促在朝堂之上
，又有多少人深入真正的贫瘠土地，教化民众呢？（似乎只有一些偶然被贬谪的，王守仁、韩文公之
类？）清廷门户大开之后，不少西国的神甫，远渡而来，深入中国烟瘴贫瘠的土地，与生存状况极低
、民智极匮乏的一干中国下层打交道。这是当时中国中上层人士做不到的。文中的李提摩太，即是这
样的人。这位域外之人，在历经与中国下层最苦的民众打交道之后，竟得出如今人士看来比革命党人
要真确得多的观点：革命无法解决中国困局，唯有先教育，开启民智，才能逐渐过渡。然心切的革命
党人，自吹“革命之势浩浩荡荡，顺昌逆亡”，以武装争夺企图一举定乾坤。可惜暴力的斗争只能释
放一部分时代的戾气，国民劣根依旧深植。梁任公后来也曾说过“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革命
洪潮只能将至高的权力从满人手中转移到汉人手中，但这究竟于国何补呢？如今百年以降，试观当下
法政不举，难道不是当初没有下决心大办教育、教化民众、变革风气所造成的吗？除了这些近代史相
关的内容之外，本书的一篇胡先生和赵越胜先生的往来书信也很是有意思。胡先生质疑赵先生因为与
周辅成先生是师徒名分，因此赵作中追忆周先生的文字，显得有些神化的意味。另外，对赵所忆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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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提过的“陈寅恪的柳如是”，胡先生的文里面也很是怀疑这是“层累地造成”。后赵越胜先生致
书胡文辉，依然坚持周先生提过“陈寅恪的柳如是”一说。说实话作为一个读者，我对这个问题兴趣
寥寥，但是读罢赵越胜给胡文辉的回信，我倒是对赵先生颇有好感。因其回信中，丝毫不显长者倨傲
，而是用词十分的谦和，探讨问题也是温和的态度。老实说在赵先生的言谈语气对照下，我倒是有点
觉得胡先生部分文字似太过凌厉之气（真的不是冒犯而是个人喜好问题）。如说“周对赵那么好，也
是由于他作为老师太过寂寞了，在政治高压下，他实在缺乏传道授业的条件与对象”、“牟宗三50年
代在台湾时还门前冷落，也就难怪他那么爱护学生啦。”不过这些话确实也是大实话，胡先生这样直
白地说出来，也足证其为直率之人。又如写梅郎一文中称“黄裳成了‘进步’记者和作家之后，也就
不情愿提他给‘汉奸杂志’《古今》写稿的事了。”这也是实情，不过很多人碍于当事人在世，不好
评说，以免打嘴仗。如我开头所说，我对此书前半部分更为感兴趣，后半部分多为谈及寒柳翁、胡适
、钱钟书、余英时等一干人的闲谈或索隐之事，这方面的文章过多，若不是涉及到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看过之后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另猜想，此书的编辑难道只认真看了书的后半截，何以豆娘上的内容
简介，仅仅说此书是写陈寅恪、钱钟书、章太炎等一干大学者的治学历程呢？虽说概括的也大差不差
，但市场上这类学林逸事貌似已经多不胜数了吧，写这样的文案，真的有助营销吗？诶，我等纸上谈
兵的人还是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罢。
2、第二篇言袁克定堕马，考证甚精，然推理至陋。“袁克定个人之生死病变，对袁世凯的政治冒险
关系极重，实亦攸关民国初年的政局兴废，未可仅以袁氏家事视之。 袁克定影响洪宪复辟有如此者，
而洪宪复辟影响近代世局则更为深远。洪宪复辟的直接恶果，是中央政府威权尽丧，天下成诸侯割据
、号令不从之势；此后乃有南方革命军武力北犯，苏俄势力随之渗透禹域之内，遂开20世纪党人横暴
、洪水{舀天之局。其间接恶果，则为新帝制之妄想刺激旧帝制之残梦，张勋复辟继之而起。而非有张
勋复辟在先，则不致有冯玉祥部废除清室逊位旧约、驱逐宣统出紫禁城之举；非有驱逐宣统在先，则
宣统或不致有依附日人、出关建立新满洲国之举。是袁氏父子罪责亦大矣！”由袁世凯称帝，到军阀
离心，由溥仪出宫，到伪满洲国，表面看来，推理至当，细细考究，则知非也。这种推理，好比：
由A推出B，由B推出C，由C推出D，故而，A可推出D。稍通逻辑者，即知此推断甚荒陋。想当然，不
考历史大势，以为非某某，则不至于如何如何，实文史学界普遍现象。如言，当年若提高毛泽东待遇
，则今时历史必不如此。此等浅陋之见，原不值一驳，然甚嚣尘上，治学者之悲欤？愚民之悲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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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人物百一录》的笔记-第44页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
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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