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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先生》

前言

我与建强的公谊与私情    贾梦玮    至少是在江苏，马建强是几“界”著名人物。比如在教育界，他曾
任金坛市社头中学教师、江苏教育学院大学教师多年，现又在南京特殊教育学院任职，是教育专家；
在编辑行当，他曾任江苏教育出版社编辑多年，又曾任《莫愁》杂志总编辑，《莫愁》家教版便是在
他手上创办的；在文学界，熟悉马建强的人很多，他不仅是位散文作家，也是个文学的热心人，关心
作家，关心文学的生存和发展。    建强从事的这些行当，细察之下，都与教育相关，教育是贯穿的红
线。他平时说话，声音或高或低，话题往往不离教育；提笔为文，选择叙写的对象，无论是蔡元培、
胡适，还是朱自清、叶圣陶⋯⋯也基本是与文教相关的人物。不仅是与文教相关，也不仅仅是为文教
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人物的为人、为教、为文都足当楷模，故而让建强为之深深折服。也许在建强
看来，只有在民国，才可能出现这样一些人。他是从心里喜欢他们、感佩他们、景仰他们，于是通过
各种途径，尽一切可能搜寻与他们相关的资料。这种搜寻费时费力费神，可是建强乐此不疲；由于“
爱”，爱得深沉而又热烈，因此寻找多年，居然还能有新的发现，真不可不谓是奇迹。建强的“意外
之喜”，连旁人也要为他感到高兴。    建强从来不是个吃“独食”的人，有好的东西一定要和大家分
享；我的理解，这种“分享”，更多是建强自己的需要。也是因为“爱”的缘故，说起他喜爱的人物
，建强的嗓门也就没法小下来，雄健洪亮，声震屋宇。他是要把自己喜爱的人介绍给大家，又怕别人
开小差。他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的爱憎分明也有其特色，主要体现在“爱”上：不留余地，尽情抒
发，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所说不少是大家自以为熟悉的人物，听众们开始还有点心不在焉，但不
知不觉便会被他所感染，于是屏声敛气，侧耳倾听。人到中年，建强依然非常阳光，在他的阳光之下
，好坏、红黑、忠奸立判；在现实生活中，他倒不攻击、斥责别人，对于自己所厌恶的对象，他也不
多加评论，好像懒得去提。所以建强又是个只“立”不“破”的人。但因其“爱”之分明，“立”之
不遗余力，“憎”和“破”也就不言而喻、不攻自“破”了。    说之唱之，舞之蹈之，人到中年，犹
嫌不够，只能落笔成文，让其所爱在叙写中“神气活现”——这是建强的功德和公德。收在这本书里
的文章，大部分曾在《钟山》发表，间接地，我也受感染不少，学习到很多。    以上是“公”，再说
点“私”。    我与建强同龄，相识已近二十年，没有利益往来，居然能不离不弃，君子之谊倒大有“
老而弥坚”之势，在这样一个时代，实属不易。这种纯粹的友谊，曾经广受推崇，如今却似乎已有点
不合时宜了。所谓“利益不长久，‘友谊’三五日”。然而，只要人与人之间还有精神相通，还能惺
惺相惜，互相欣赏与砥砺，友情便不会消亡。我与建强如此，原因何在？我想大概是因为“宽容”吧
。世界是复杂的，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拿来做非黑即白的判断，在黑和白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灰色
地带，对“人”来说就更其如此，不论它是某个个体，还是一个群体。只有视角足够地“宽”，你才
能看到朋友的全部；只有心灵足够强大，你才能“容”下对方的所有。我本想说点“私”，居然又说
到“公”上去了。我想“私”倘能与“公”同构，大概就可能有真正的友谊了吧。    （本文作者为《
钟山》杂志主编，一级作家，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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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扎实的史料功夫，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近代教育家和知识分子不为之人知的风采、情意、
抱负与挣扎。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好父亲梁启超，从教育实业家张謇、陈嘉庚、李光前，到出版巨
擘张元济、陆费逵，从名人雅集，到友人情谊，本书呈现了民国文化人的人生百态和民国新教育各方
面的图景，读之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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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建强，江苏金坛人，曾任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杂志社总编，现为南京特殊教育学
院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长，编审，教授。曾荣获第二届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特别贡献奖”
，第四届“中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称号，建国六十周年“中国家庭教育传播卓越人物奖”。出版有
学术专著《追寻近代教育大师》等，主编有《父母必读的50本书》等，发表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近
代教育家研究文章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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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    作为一个研究近代教育史、近代文化史的学者，我对张謇、陈嘉庚是早就耳熟能详的了，但李光
前却一直是个很陌生的名字。让我知道李光前，并对李光前充满好奇，继而充满钦佩的人，是我的领
导，南京特殊教育学院的党委书记丁勇。丁勇书记老家是山东日照人，仔细排起辈分来，是诺贝尔奖
获得者丁肇中的长辈。他父亲是个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沈阳炮兵学院进
修毕业后回到老部队福州军区炮三师任职。炮三师师部驻军即在南安梅山。一个师的师部怎么会驻扎
在一个小山村呢？这当然有作为军事单位的军事考虑，比如南安梅山在福建东南沿海，属于二线地区
，进就是前线，退就是后方。但也还有一个原因与这个李光前有关，这话得慢慢说来。    1893年李光
前出生在这个四周皆山、门前有溪的贫穷山村，8岁丧母，10岁随父下南洋，此后再也没有回家乡。但
他并没有因为未回家乡而淡忘家乡，相反却因为从未回过家乡而倍加思念家乡感恩家乡。不同于下南
洋讨生活的祖辈父辈们，李光前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文明教育，是暨南学堂、清华高等学堂的优等生，
是唐山路矿专门学校的肄业生，是新加坡官办测量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是美国某大学土木工程科的函
授学生。离开学校，李光前先后在庄希泉的中华国货公司、陈嘉庚的谦益公司任职十多年，练就了出
色的经商才华，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陈嘉庚那一辈人下南洋的时候，最初差不多就是劳务输出
。南洋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物产富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急
需大量的原料、矿产、资源。南洋当地人口很少，并且文明开化较晚，当地人发家致富、光宗耀祖、
荫妻福子的观念几乎没有，日常生活有吃有喝便很满足了。当时在广袤的南洋大地进行劳作的几乎全
是原籍福建、广东的侨民。这个时期的侨民，只要个人勤奋，不甘平庸，善动脑筋，总能很快就挖到
人生的第一桶金。比如前面文章里提到的南安籍黄奕住就是这样的人。    陈嘉庚读过书，父亲也早他
几年下南洋，多少有些财富的积累、人脉的积累。所以陈嘉庚一到新加坡，马上就走上了发家致富的
快车道。当然，陈嘉庚不会满足于他的父辈们的营生方式，父辈们往往早期都是出卖苦力，起早摸黑
，省吃俭用，等有了一些钱便难免开始小富即安，贪图享受，有的还三妻四妾，吃喝嫖赌，或者盲目
投资。陈嘉庚不愿重蹈父辈覆辙，当1903年父亲破产后，陈嘉庚便开始自立门户独自创业。一次偶然
的机会，他听一个英国人讲橡胶业很有前途，于是他瞄准商机，果断大胆地用1800元一次购买了1.8万
粒橡胶种子，种植在原先父辈们种植菠萝的山坡上。就是这1.8万粒橡胶种子，成就了陈嘉庚。    当
这1.8万粒种子变成漫山遍野的橡胶林，再变成西方社会急需抢购的橡胶原料，陈嘉庚一下子就变成了
“南洋橡胶大王”。以橡胶业为主业，他投资经营的菠萝罐头生产、船舶交通运输、油米食品加工等
产业，也都得到了巨大发展，陈嘉庚的事业到达了顶峰。作为漂泊异乡的海外华人，无不希望自己祖
国强大、家乡发达、同胞幸福。这时陈嘉庚开始加大了对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投入，最多的时候，
陈嘉庚投入学校的资金差不多是他所有的资产。纵然陈嘉庚热心公益的赤子之心是毋庸置疑的，但企
业的发展自然有企业发展的规律，它的成本、它的效益、它的管理、它的抗风险能力、它的资金流动
、它的机构设置、它的文化建设，等等，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除了胆魄，除了品德，企业更需要人
的理性、人的智慧、人的远见。然而当他的女婿李光前提出投股于陈嘉庚的企业，继而建立现代化的
谦益公司股份制的时候，陈嘉庚却油然感到不可思议，他觉得企业不能只想着股东的利益，仿佛股东
就是想着个人发财，不顾企业社会责任，不会回报社会，特别是不会捐资办学投资公益。这就像张謇
所说一样，他是营志胜于营利，他是事业家，不是企业家。于是陈嘉庚与李光前之间终于在企业理念
、价值观念、经营手段等方面产生了矛盾。    等到了1926年的时候，李光前已经在陈嘉庚身边干了整
整十年。他觉得谦益公司多年来一直从事传统的橡胶种植业与原料加工业，基本属于利润最低的下游
产业，并且极易受到国际橡胶市场供求的影响。他希望能拓展企业经营范围，增加企业营利渠道。一
次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光前听说一位英国商人因要回国发展，想以十万元价格转手出售一块占地千余
亩的橡胶林。李光前前思后想觉得可以一试。于是，他便向陈嘉庚陈述此事，不想话还未说完，陈嘉
庚便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痛斥李光前：“哼，你跟我做生意十来年了，难道根本没有长进，这点常
识都没有？麻坡那儿是老虎出没的地方，以前曾有割胶工被老虎吃掉过。别人想抛掉的荒地，你竟然
还要去收购？”李光前当然很委屈，因为他看英文报刊获知政府要开发麻坡地区，马上要修一条公路
通往此地。一旦公路通了，老虎自然会销声匿迹。可无论怎么解释，陈嘉庚就是不同意。    但李光前
毕竟此时也是一个在商场上历练了十多年的高手了，他认定的事也不会轻易动摇。既然岳父不同意，
那就自力更生吧。他拿出个人所有积蓄，然后再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到八万元，还差两万元。万般
无奈下，他向卖方说明手头只有八万，可否先欠两万。想不到的是这位英国商人急着回国，再则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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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光前不知道这个橡胶园以前发生过老虎吃人的事，害怕李光前知道后会反悔，于是便同意先付八
万，余款分期付还。就这样，两人立马签约，不久果然政府修建了公路，这块胶园价格马上就暴涨了
。因为李光前心中有更大梦想，一年之后，看到胶园价格已经到了可以出售的时候，果断以四十万价
格出售，一下子就赚了三十万。有了这笔钱，李光前便正式辞去谦益公司的职务，离开陈嘉庚开始到
麻坡地区独立创业。为表达对陈嘉庚的感恩，他特别将新公司取名为“南益”：南，就是他的家乡南
安的“南”；益，就是陈嘉庚谦益公司的“益”。南益公司至今尚存，数年来，经过李光前的精心打
造，再经过长子李成义的传承创新，它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最著名的华商企业。    李光前成功收购再转
让麻坡胶园，只是一个个案，后来业界过于夸大这件事的传奇性，说“李光前洪福齐天煞气大，就连
老虎也害怕”，但由此不难看出，在李光前身上，具有陈嘉庚等老一辈华商所不具备的魄力。   
P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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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0年的春天，是一个崭新的春天。它不仅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第一个春天，也是我个人工作生活
学习的又一个春天。这个春天前的那个冬天，我终于告别了原来工作的单位。在我迎来又一个春天的
时候，我也迎来了我的新工作。    我是1987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的。先做过两年乡村初中教师、两
年乡村高中教师，再到江苏教育学院脱产进修两年，后留校在团委工作两年，在党办院办工作三年，
到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工作了两年。2000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从编辑、编辑部
副主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副总编做到总编。按说人过四十，四十不惑，本可以就此安营扎寨了。
但我实在是个有着化解不开的教育情结、学校情结的人，我特别喜欢学校，无比渴望能再回到学校工
作。原因之一就是我多年来没有了母校，我的母校都先后消逝了。    我从小生活在江苏金坛的山区农
村，村子里有一所小学。所谓小学，就是在竹林、坟堆、田地、池塘之间的一排土墙瓦屋。学校没有
围墙，上课时教室里常会钻进来几只鸭几只鸡，下课后水牛会和我们一起靠墙而立，它是蹭痒，我们
是发呆；偶尔我们在蹭痒，它在发呆。说是小学，但上完五年小学后，六年级、七年级（即现在的初
一、初二）还是在这里上。当时所谓“戴帽子小学”，也承担初中的教学任务，相当于现在专科学校
，也有本科专业与本科学生。我上完七年级后到乡里上了一年初三，然后转战一个较大的镇，上了三
年高中。后来我考上了常州教育学院，工作四年后又到江苏教育学院进修。这就是我全部的学校学习
经历。    可是，后来我上的这些学校都一一消失了。我的小学叫山蓬小学，先是“帽子”没了，不招
初中生了，后来小学高年级也不招了，从完全小学变成了初级小学，再后来学生全到乡里上了，小学
校干脆就变成了村委会。乡里的中学叫罗村中学，我在这里上了一年。这所学校是罗村乡境内唯一一
所初中，该乡方圆近百平方公里，按说这所学校应是万年桩，但前些年撤乡并镇，乡没了，乡中学便
也撤了。我高中上的中学叫社头中学，这个镇是个老镇，中学面向周围四五个乡招收高中生，面向本
镇招收初中生，在校生规模近2000人，一度是金坛西南的“高等学府”。大学毕业后我回到这里教了
四年书。现在社头中学还有，但高中部已经没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高中母校便也没了。我
大学上的是常州教育学院，这是“文革”后恢复的教师职后培训进修学校，但当年师资紧缺，便也开
始承担师专任务，我匆匆忙忙在此上了两年学。因为是用来培养急需教师的，后来教师相对不那么紧
缺后，学院自然也就停办，并入到一所叫做常州工学院的大学里去了。我本科脱产进修的母校在南京
，是江苏教育学院，也是教师职后培训进修性质的成人高校。十年前高校撤并转高潮期的时候，因为
是成人高校，规模也不大，又没有单独招收普高毕业生的资格，江苏教育学院和省中小学教研室、省
教科所合并组建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因为教师众多，系科齐全，学校暂时保留“江苏教育学院
”的校名，暂时以南师大等普通高校办学点的名义招收普高学生。但这个“暂时”，一“暂”已整整
十年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就是，我的这所母校现在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是暂时“有”
还是暂时“没有”。    总之，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已经没有了；而校园呢，小学变成了村
委会，初中变成了木材加工厂，高中变成了初中，常州教育学院变成了人民公园对面的停车场，江苏
教育学院变成了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    俗话说得好，只有丢失了东西才知道它的珍贵。原先上学时
就想着早点离开学校，但现在这些学校都没了，便更加想念校园生活、想念校园。    很感谢南京特殊
教育学院这所学校，它让我重新拥有了学校生活。因为母校相继消失，所以尽管我是到南京特殊教育
学院工作，但内心深处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又一次求学经历。本来对于特殊教育我一无所知，需要好好
学习；再则离开学校、离开校园那么多年，我对学校教育教学也已经很陌生，需要重新熟悉。很感恩
蒋云尔书记（现已调任江苏经贸学院党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他们作为这个单位的主要领
导，给予了我很高的期待，很多的理解与很大的空间。不过我冷静地转念一想，如果我是他们，他们
是我，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说不定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因为最近十年，我花了一些时间，系统研究了
近现代中国的教育史、文化史和知识分子思想史。我的内心是把优秀的高校领导视为顶天立地、无私
无畏、惟精惟一、单纯澄明的人来期许的。人生本来短暂，如果内心没有自觉的定心定力，没有立己
的慧心慧力，没有达人的雄心雄力，恐怕真会是一事无成老将至，一文不值赞何益。我的内心是把优
秀的高校知识分子视为有书卷气、书生气、最好是学究气的人来期许的，现在我也如此自我期许。可
惜，我充其量有点书生气，书卷气还很少，学究气更少。丁勇书记中学毕业于福建南安国光中学，这
是一所《辞海》里都有记载的名校。该校的有名，就在于她地处偏僻山村，就在于她地处一隅面向世
界，就在于她是一所学生进去了就“永远走不出来”的学校。刘再复是这所学校的校友，刘说，该校
的图书馆使他足以傲视当年全国所有的同龄人。丁书记也说，他读书的时候，学校图书馆就有8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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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他上大学时是要从中学图书馆借书到大学去读的，因为大学里没有，而中学里却有。我常常在
南京的先锋书店里看到席地而坐、捧书而读的丁书记。一个堂堂的省管厅级干部，一个这样的读书姿
态，使我无法不对他油然产生敬意。但大凡这样的时候，我总是选择悄悄离开，生怕打破他的宁静，
更怕以后再也看不到这席地而坐的一幕。我觉得丁书记是一个有书生气、书卷气，也有学究气的知识
分子。方仪院长2011年6月刚从南京艺术学院调来出任院长。方院长曾长期担任地方党政行政干部，具
有极高的处事天赋，能化繁就简或化简就繁，或该繁就繁或该简就简，驾轻就熟、炉火纯青，最重要
的是他有着极强的事业心、极充沛的工作精力。    2010年的春天来了，2011年的春天、2012年的春天也
渐次来到。人勤春早。高校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领导们安排我从事的校史馆、博物馆筹建工作，使
我原先的业余研究变成了专业研究。作为人文社科类学者，所谓研究，首先就是要不停地看书。原来
我一年可以认真读近200本书，现在一年可以仔细读200多本书。曾经有一些人很鄙视，不相信，觉得
我吹牛。考大学的时候，我确实数学几乎没有分数，不是一般地差，但把读过的书数一数，这个数学
能力我还是有的。不过读书是纯粹个人的事，不值得炫耀，甚至不值得一提。但有一句话我倒是觉得
很对：因为我没有空读书，所以我一直很忙。    当然光看书还不行。我的朋友贾梦玮也看出来了。他
是《钟山》杂志的主编，我近二十年交情的朋友。近二十年来，他一直在默默关注我，悄悄关心我，
没有动静，不动声色，我就像个盲人，眼睛看不见，但心里明白着呢！想必他是怕我重新回到高校后
，沉湎于书堆之中无法自拔。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不容置疑地“命令”我写一篇文章。写什么呢
？怎么写呢？写成什么样子呢？“命令”完后，他便要言不烦、字字珠玑地明示。于是，本书中的大
部分文章就这样出来了。可以这么明确地讲，如果没有特殊教育学院的工作环境，没有蒋云尔书记、
丁勇书记、方仪院长，我没有机会写出本书；如果没有贾梦玮兄的命题作文，我写不出这本书。当然
，我也知道这本书不过就是一本书而已，绝不能拿这本书与一所大学相提并论，更不能拿这本书与贾
梦玮相提并论。    但敝帚自珍，我还是要深深感谢蒋云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深深感谢贾梦
玮主编。因为他们，这本小书终于问世了。尽管离他们的期望还很远，或者说根本无法与他们的关心
成正比。    周有光先生以107岁高龄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他翻看了目录后告诉我：“你写的这些人，
大部分我都熟悉的。”我把周老的题词放在了扉页之后，封面的题词让著名书法家诸荣会兄写了。他
的字有职业书法家的功力，有文人书法家的脾气。他们两位的字，加上梦玮兄的序，让本书增辉许多
。    本书能由在出版界享有盛誉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要真诚感谢吴法源兄、黄越兄的帮助
。    最后我要感谢一下我的几位同事，他们帮我做了许多本来应该是我做的事，使我常得宽余，他们
是：宣传部的孙家文部长、邱淑永老师、杨黎珍老师，科研处的谈秀菁处长、宋春秋副处长、周其良
老师、孙会老师，发改办的马宇主任、管才君老师。    关于书稿，我就不多说了，恭请各位读者多多
批评指正。我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马建强    2012年9月10日    写于南京秦淮河西、扬子江东之龙凤
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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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近年来的民国热中，民国教育也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马建强编著的《民国先生》通过各章角
度独到的观察、叙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民国文教生活的全景画，其丰富的内容能让读者对民国教育
的情况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本书叙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人往事以及作者的身边事，文字平易而不
失文采，娓娓道来像演说也如好朋友之间的聊天，读来十分亲切。    书中以人带事，不但介绍了民国
时传统学校教育的情况，也探讨了家庭教育，教育出版，学校音乐教育等问题，令读者在感慨之余，
也对当下的教育产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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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多少有些失望，除去最后一章校歌颇为有趣外的惊喜之外大多是一味的赞美，没法还原出真实的
面貌，近来的一批有关民国的书都有这个问题。
2、民国时期是一个古今中外文化交融、碰撞出火花的时期，也是大师倍出的时期
3、写作手法一般，不过内容还算可读。尤其梁启超先生的家书
4、本以为是严肃历史著作，结果是中学生读物。
5、平。
6、动荡年代的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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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以几位典型人物为代表，以点带面，为我们呈现了一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自己
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而对于我国的教育行业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的全景图，作者也试探性地深入到这些
历史人物的内心，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的欢笑、喜悦与心酸、无奈，读来让人深思。书中很多人物都是
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蔡元培、梁启超、鲁迅、夏丏尊、胡适、叶圣陶、徐志摩、朱自清等等，曾有
很多的文字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逸闻，那么本书会带给读者什么新的收获呢？一、民国学者的教育梦
整本书所描写的人和事物，都围绕着教育的角度。满清民国，朝代更迭，百废待兴。而一批有良心的
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只能在提升全体国民的民智，因此都不约而同的将奋斗的目标和着力点放
在了用知识、教育来开启民智，引导更多的民众走向自觉提升的路上来。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要想真
正的屹立于世界之林，最终要依靠这个国家的教育基础和教育能力，没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制度
，期望最终产生良好的国民是不现实的。今天我们全国上下所同做的“中国梦”，如果不能如蔡元培
、梁启超、陈嘉庚、李光前、胡适、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等那般用心、那般谦卑、那般全力以赴
、那般眼光长远，恐怕只能是“南柯一梦”，恐难实现。前一段时间看到北京四中道元班报名的时候
人头攒动，心中甚是安慰，也算是我们教育改革的一项成就吧。二、同一背景下的不同人物很多人物
传记可能对这一人物的描写很多，但往往趋于泛泛。而本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介绍人物往往从与这
个人物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两个人一起入手，这样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人”，而是人物之
间的交流与沟通、关系与影响，这样的多角度穿插介绍也更能使读者体会当事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便
于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当然这样的描写也需要作者有更高的史料搜集、归纳和整理能力与
更加自如的文字驾驭能力，而这一点也的确是作者所长。比如在介绍实业与教育的时候，作者就将张
謇、陈嘉庚和李光前一并纳入视野。他们都走了实业救国的路并且在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基础的时候都
能够为家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投入巨资，不光成为资本的拥有者，更成为造福一方百姓的教育家，
他们的影响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相反会随着更多的人对于历史的了解而愈发的伟大。而夏丏
尊、叶圣陶和朱自清三位先生更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和胸怀祖国、情系教育而变成知己中的典范，事业
上的同盟与心灵里的挚友！生活中几位先生只要有机会就促膝谈心，饮酒喝茶，不分彼此，这种深厚
的友谊为后来的教育从业者起到了表率的作用。整本书作者搜集、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我们展
示了这些大师的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蔡元培先生，我们所了解的是他主持的北京大学是中国最为开
放的高等学府，吸纳了无数优秀的人才。在他感召下，只要你是人才、有一技之长就可以在北大这个
舞台上充分发挥，这一盛况恐怕在当时以及如今的中国校园中都很难再出现了。可是除了这些，其实
蔡先生还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人：一方面他非常热心替别人找工作，不管是朋友、同事、同学，甚至以
前的学生或者同乡、司机，如果找到蔡先生，他都非常热心的为之推荐工作，蔡先生一生帮助过无数
人找工作。蔡先生一生急人之急，有求必应，乐此不疲，以致常常因此而疲惫不堪，对于乐于帮助别
人找工作，很多人不解。“蔡先生的意见以为你既然做了一个机关的领袖，当然需要人才，因此我有
推荐人才的义务；至于录用与否，那自然是你的权限，我决不是来求情面”。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
者能够躬身为很多平头百姓谋一份工作，足见先生的平易近人和礼贤下士。蔡先生的热心还表现在他
非常乐于为新人婚礼证婚，也正因为先生的身份和学识，请先生来证婚的新人不计其数。。。大儒夏
丏尊虽然没有蔡元培先生名气大，但是丏翁也因为在春晖的辛勤耕耘，迎来了朱自清、丰子恺、朱光
潜、弘一法师、叶圣陶等众多优秀人才，也因此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白马湖
派。而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水源远流长，在白马湖这一块“纯正教育”的丰收田里实现着中国教育家的
教育理想与社会使命。书中所写的这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物，不管曾经的光环有多华丽
或者创伤有多沉重，他们都怀揣着自己的坚定信念与远大理想，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从自己做起。
他们堂堂正正的做人，也因此成为受人仰慕的师长；他们都是普通中国人的榜样，也为教育领域树立
起了一座座丰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本书各章选取的观察角度各有不同且都很独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民国文教生活的全景画。丰富
的内容能让读者对民国教育的情况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书中叙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人往事以及作者
的身边事，文字平易而不失文采，娓娓道来像演说也如好朋友之间的聊天，读来十分亲切。作者以人
带事，不但介绍了民国时传统学校教育的情况，也探讨了家庭教育，教育出版，学校音乐教育等问题
，令读者在感慨之余，也能对当下的教育产生思考。本书部分文章曾在《钟山》杂志上刊载。《钟山
》杂志主编、一级作家贾梦玮为本书作文代序，倾情推荐。周有光先生、书法家朱荣会分别为本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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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名及封面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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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民国先生》的笔记-第56页

        尽管梁启超早年投身政治，但出生入死的残酷生活并没有让他变得世故、冷酷、无情或者圆滑，
他总是那么生机勃勃，那么重情感，那么富有人情味，他的整个人生观贯穿着“爱”和“美”。他说
：
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全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
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
性的，那就是“爱”和“美”。
梁启超这种人生态度，对他的孩子们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而他的孩子们也都得到了他的真传，虽然
每个人都有一部艰辛的奋斗史，但他们个个生机盎然兴会淋漓，从不悲观，个个都在追求“爱”和“
美”，成了人生的成功者。
由于孩子远离身边，梁启超只能在书信中了解孩子们的思想、生活、学习的新情况。收不到他们的信
，每次都焦急万分，而收到来信时，则会像小孩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信中，梁启超常常这样称呼
他的孩子：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
孩子们、老白鼻⋯⋯从这些称呼当中可以足见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
俗话说，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向父母讨债的。天下没有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必耗费父母的心血，真可
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同样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在梁启超给子女的家信中
，也能常常看出作为父亲的煎熬与纠结。
梁思成与梁思永，从小就是一对活宝，专爱调皮捣蛋，对他们的成长，梁启超没有少操过心。1923年5
月8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写道：“你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原来5月7日
，思成与思永开着刚从菲律宾带回来的汽车被另一辆汽车撞伤了。时隔三天，5月11日，梁启超在给思
顺的又一封信中写道：“前两天我去看他们，思永嘴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
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得岂有此理。”须知此时的梁思成已经是22周岁的大人了，尚
且如此顽皮，可想梁启超的孩子绝非天生优秀，全是后天成就。因为这场车祸，梁思成推迟一年出国
留学，并留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更严重的是他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后来得
天天穿着钢制马甲。但梁启超并未对这样的孩子打骂相加，甚至连腹诽都没有，反而仍在信中给予赏
识与鼓励：“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纯）挚的性质，我很喜欢。”对推迟一
年出国，梁启超还特别写信给梁思成宽慰他：“盖身体未完全复元，旅行恐出毛病，为一时欲速之念
所中，而贻终身之戚，甚不可也。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
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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