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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

内容概要

本书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
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
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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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
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供职于《北京青年报》。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作《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的中国文坛纪实》推动了国内目前的口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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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是用档案，但不及预期的好。总感觉差点火候。
2、那个时期的材料真是太枯燥了，想必作者更是这种感受。
3、博而不精

4、追忆先生，仇恨固定历史的材料纪实。
5、荒诞的年代。在那个年代谁也别说谁
6、这些足以称“大师”的老教授，在反反复复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备受煎熬，不能正常地教书、做学
问、开展工作，处处受到否定和怀疑，党的各层领导机构不信任他们，学生也在鼓动下和老师对立起
来。想一想，学风日下，师道不复，不是没有根源的。可悲。
7、由于自己的知识欠缺，也没有当年的亲身经历，还是无法充分体会
8、这本书“完全贴着材料写”，写了俞平伯、冯友兰、傅鹰等11位高级知识分子在1953年以后接受“
思想改造”的一些点滴。材料全部来自当时的官方记录，大量细节，记录了知识分子在那个“假作真
时真亦假”的荒谬时代里左右碰壁、动辄得咎的艰难处境。
有杰出人物而不知珍惜，可惜、可悲、可叹！
9、不符作者盛名。
10、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11、有力
12、简直比代码机器人写的还枯燥无味。
13、精华都在序言，康生水平不低，文革后倒霉的那批还在趾高气昂，先服软也没用，不如保留几分
硬骨头，当时还在治病救人，思想汇报。
14、对每个人的描写有些雷同，如果能把每个人的特点多交待一些，为他们在思想改造中的反应提供
背景，会使人物更饱满一些。
15、开国洗脑史。必然的大朝中，躲也躲不过，改也改不好。
16、看两行字就困...是我的错
17、反智的死灰仍有复燃趋势
18、基本使用官方材料与原始档案，以再现曾经的“历史化石”，缺乏个人记忆，正因如此，我们无
从看到内省这一精神向度。从伤痕文学以来，正因为缺乏个体刻骨铭心的忏悔与内疚，缺乏透彻肺腑
的生命之痛，伤痕变得容易愈合了，也正因为个体苦难本身的没有意义，再深重的苦难都是可以补偿
的。只剩史料的堆砌。
19、建国后反右的书，只看了其中几位知识分子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等
20、凭栏静听潇潇雨
21、耶耶耶只剩一篇論文啦啦啦～
22、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23、2014.01.26，标记见书评
24、亮点不多，不甚精彩。
25、远不及《人有病，天知否》啊。
26、文化学术与政治。
27、史料很好，就是写得有点乱
28、不是太引人入胜，读完反倒留下刻板印象
29、反思系列
30、多为史料档案，计划搭配杨奎松的那本看
31、查档案，搜资料，访人物，陈徒手为真辛苦工作。青灯黄卷，读者之幸。
32、反精英思路很明显，斗争自上而下，又自下激荡上去。
33、还是不错，只是不如上一本
34、偷偷放低屁股 不听指挥说话 这样子是不行的 知识分子四个大字就是白帽子 还这样子只能老老实
实当专政对象 如果这都没搞清楚 那就只能接受大自然的洗礼了
35、最可怕的地方是改造成功了，真心实意觉得自己错了。一开始是为了求生存，之后就是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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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依旧是类似几千年前做成奴隶和做不稳奴隶的历史。
36、20150104-20150116。又名《知识分子忆当年》。
37、有感慨。许多词汇现在都能见到痕迹。校长不是我们理解的校长
38、购于2015，2016补完。
39、有点诧异这本书能出版⋯
40、不如作者的「人有病，天知否」好看。称不上是本学术著作，只可说是史实人事的大致梳理。作
为一般历史读物挺不错。了解知识分子们的各自遭遇。但严格说起来，像是事情的罗列，资料若有出
处更佳～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改造侧影，且看多少风流人物陷入政治漩涡无法自拔。
41、可做了解那段疯狂岁月以及诸位先生生平际遇之用，也算珍贵。令人唏嘘。
42、从文章所引材料出处可以看出当时（应该还有现在）我党为了彻底攻占高教阵地，派出掺入培养
了多少明枪暗线间谍卧底，可谓用心周密良苦至极矣
43、作者明显很收敛的在写，不过也难得了。
44、怪我历史没学好书读得少。不过确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嫌啊。还是先看看另一本吧。
45、顾名思义，我们应当对那个堪称现代焚书坑儒的时代有所忆，有所思，有所警觉。
46、时代的洪流，碾压着人性滚滚向前。
47、不如上一本
48、书中很多不指明根据的猜测，影响了该书的可信度
49、看完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其实我对这个题材(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这本书
选用的人物(基本都是北大的)都是很感兴趣的。无奈这是一个档案性质的记录，作者在努力地隐身，
力图就档案进行阐释，尽量不涉及个人情绪。一方面这样挺好的，另一方面，有点晦涩无聊。
50、挺残酷的时代。。。需要尊重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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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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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20页

        乐黛云明明是汤一介的妻子，汤用彤的二儿媳，本页误为大儿媳。汤用彤大儿子汤一雄，二儿子
汤一介、小儿子汤一玄、女儿汤一平。

2、《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46页

        

3、《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32页

        贺麟这里才是生动可爱，很喜欢。贺麟的结局也算好很多。

4、《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49页

        周培源这一章言之无物。

5、《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01页

        

6、《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55页

               由于重要材料的缺乏，表述偏颇，导致论证无力。本章本意是想讲“马寅初当年所面对的历史
特定情景，他上不了火热的前台，只能萎缩在历史暗处安顿自己不安的心境。”（页55）本章第一二
节写马寅初在此期间担任北大校长但并无实权，“只能是高挂悠闲无事”的状态。第三节写马寅初一
些问题上的表态。第四五节主要写57-60年前后的的学术批判。第六节是作者的结论部分，认为“马寅
初不掌实权应属他个人的幸事”。
      先就本章本身立意来说，不知道作者“上火热的前台”指的是什么？是北大校长名至实归大权在握
，还是第一章里北大文学所党总支汇报俞平伯那样“很得意，名利双收，到处演讲，到处写文章”？
其次，就本章自身描述的”苦涩旧事“与”不安心境“也不能看出来。作者的大部分论述多是大的历
史情境的描述，各种批判与松绑，而少见这些形势反复对马寅初的影响与其反应，出现只见事不见人
之感。再次，作者的一些看法未免臆断。如因为接连两篇文章没有被北大学报发表，作者认为”作为
校长，马寅初内心多少有些丢颜面的失落、无奈之感。“这样的推断没有根据，而且未免有让人以为
作者有以己度人之感。
       而查马寅初在57-60年前后的境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AF%85%E5%88%9D，不管是学术上还是政治上，似并
未受到太大影响。有点怀疑作者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

7、《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85页

        1957年中文系曾展开一场文学和语言划分专业的讨论，游国恩、王瑶等教研室骨干希望在分专业
以后，所有的语言课都来为古典文学服务，即只开设古汉语、音韵学、文字学等三门课，现代汉语被
取消。系总支把这一举动视为旧教授“想把中文系拖回解放前国文系道路的严重复古主义企图”。总
支看好的“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新课被挤到可怜的地位上，王瑶还极力主张这门课改为选修。这种排
斥颇让总支负责干部不满，悄悄地记上一笔，归结到教学方向上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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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80页

        冯友兰 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随着斗争的松紧，及时调整个人状态，自然灾害的几年，到处参加会议为了点儿油水。好聪明可爱的
老教授。活的实在

9、《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58页

        陈恒校长入党前后风波
老知识分子面对改朝换代，尽心尽力的改造思想向党靠拢，但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10、《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999页

        据说：“在该书十一位人物中，写得条分缕析心理思想与行为最为爽朗明晰的，是俞平伯、陈垣
和贺麟三位。”

11、《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73页

        当时高校党委对此有个解释，就是要避免“对党的认识还不足，民主人士气味很重的人拖着小尾
巴进来。”生动啊。

12、《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99页

        

13、《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54页

        

14、《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72页

        但上任后傅鹰的言论激烈似乎不减当年，在广州科学规划会议上就明确地表示：“这几年搞运动
的成绩和损失不成比例，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一是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完，北大、石油学院的家当
都败完了，损失不是几百万，而是以亿为单位计；二是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影响到下一代⋯⋯

這這這⋯⋯女學生害婦女病⋯⋯⋯⋯⋯⋯和搞運動的關繫是？

15、《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20页

        教授把助教发展成儿媳女婿几十年不断的经典pattern啊⋯！

16、《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30页

        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
院长被党委书记架空，昔日的才华均遭磨灭。学术和管理两方面均不能开展，在其位不如去其位。

17、《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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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以后，中共高层对哲学工作的开展不是十分满意，一涉及旧式哲学教授及其教学工作，言语
中时常流露贬损、不屑的意思，大有不以为然、看不上眼的蔑视感觉。1958年7月28日，中宣部长陆定
一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新近讲话内容：“主席说不要把哲学看得很神秘，小孩子也懂哲学，你问他妈
妈是人是狗，他也会说是人，这就是唯物论（反映论），小孩看电影也爱问哪是好人哪是坏人，他也
是在找对立面。”（见1958年7月28日陆定一《党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以小孩的口吻化大为
小，把专业性极强的哲学学科弄得极其简单化、稚嫩化。

18、《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77页

        研读这份保存至今的支部大会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浸染多年，艰难磨合，陈垣政治性的表态已
经极为纯熟和老道，周遭的政治烙印已迁入在他的思想形态中。他的幸与不幸，都来自于激愤又茫然
、紧跟又踌躇、外人又无法全部解读的苍凉心境。全书读到这里，我多次想到读朱光潜先生的《谈美
书简》时，先生在书中处处表达出的那种对无产阶级理论和社会主义拥护，带来的奇怪的扭曲感。诸
如“之前我对美学的研究是资产阶级的，在学习了无产阶级理论之后，才深深感到过去的自己的浅薄
，没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研究美学”等等（与原文不符，大意如此），那时就很疑惑这种颇显刻
意的表态到底是出于本心，还是身处浪潮中无奈的保身之举。读了本书，大概明白了一些当年的老知
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态，大抵就是这样的“激愤又茫然、紧跟又踌躇”。

19、《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13

        郁达夫：一个民族没有杰出的人物是可悲的，有了杰出的人物而不知爱惜，更是可悲的。我们老
是感叹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项的精英；如果我们的政治文化机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弦易辙，一旦有了
获得诺贝尔奖的精英，岂不也还是那免像他们前辈一样遭受歧视、打击、践踏、摧残、迫害吗？

20、《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9页

        

21、《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25页

        

22、《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6页

        俞平伯 1954年的抵制与转弯。
知识分子认为，专心做学问即可。然后，政治大环境根本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23、《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18页

        

24、《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97页

        P197 倒数第二段，姓名有误，应为“李景均”。

25、《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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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52页

        

27、《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01页

        前几年校外会议多，冯友兰忙于应付，心中颇感烦恼。但此时他一反常态，却经常参加各类会议
和政协视察工作，借会议伙食来添些油水......这些会议的伙食相对比较充足，能时常到会也是恢复、
保护自己身体机能的一个有利条件。

28、《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第147页

        批判量子力学居然使用哲学概念，说流体力学是唯心，让唐有祺课堂检讨15分钟。

1958年底，系总支以一年级新生辨别能力不强，易受旧教授的影响为由，决定停止傅鹰为新生讲授无
机化学课。当时北大党委的工作报告中时常引用学生的一句话，来表明受课学生的迷惑、中毒之深：
“奋斗一生，学到傅鹰先生的十分之一就很好了。”

深入批判傅鹰的资产阶级观点，青年教师已完全担负起过去傅鹰讲授的无机化学课，一支又红又专的
干部队伍正迅速成长。青年教师华彤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明无机化学课中的重大问题，以大
跃进以来的最新成果来丰富课程内容。今年考试成绩优良达86%，而傅鹰讲课时考试优秀率不到50%
。    —（我去年买了个表，梅林注）
领导没姿势，就不要领导别人。这个问题倒是现在也没很好的解决。确实，那个年代的北大毕业生的
水平和思想今天我们该科学的认识。华彤文的书写的那么烂原来还有这典故。

很久没有义愤填膺的感觉了，确实是好书。

29、《故国人民有所思》的笔记-序言

        邵燕祥的序言高屋建瓴。陈徒手写的每个知识分子被强权强暴的新路过程如果仅仅是白描而没有
对发生这一切的深入认识和思考，那么我们就不会在了解这些过程中得到什么。不会对当前政治权利
与当下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渊源的认识。尽管，政治权利与当年相比已经大大退缩回自己应当
发挥作用的领域，但这一切还是远远不够的，政治权利依然在干涉学术，方式上可能做了改进，政客
们也经管不如当年当政者那般全面精致地接管、掌控学术。但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被奴化，主子可能
不在场，可除了马列主义的方法外已经不大会用其他方法研究学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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