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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年来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在这过程里，相继有些文化人物如李泽厚、
沈从文、巴金、周作人、张爱玲、陈寅恪、金庸、钱钟书、顾准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他们不仅
是分别的个人。他们的言谈，关于他们的言谈，若加以系统的考察，可以领悟历史的深意。      对名人
，有滥情的吹捧，有哗众的抨击。而本书的用意，是通过评述名人来解析社会思想文化，也是通过关
注名人来关注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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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的内容配得上“述评”二字。骆玉明点到即止的引介很耐读。书中介绍了九个人，事实上
少了一位余秋雨（作者在扉页那封影印的信件里有说明）。那九人里，我最不喜欢李泽厚，觉得做作
；巴金活得太累；周作人好日子坏日子都有，不算白活；张爱玲太敏感；沈从文傲了一辈子；顾准太
倔；陈寅恪是高人；钱钟书还好有杨绛中和，不然也不会好过；而金庸是最左右逢源的了。
2、汪涵推荐。李泽厚 沈从文等。
3、出版社告知这本书是被禁掉了。电子版看起来极费眼。
4、虽去者不远，毕竟是上个世纪了，到今天已难复见当日人才辈出的盛况。现在的什么都是不温不
火，看大势似渐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气象；还是因为我也染患了“怀乡”的通
病呢。
但一路读下来，也不免有庆幸，不知是悲是喜。
5、确实是本好书。骆的文字比编选的文章要耐读得多，许多地方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也揣摩不透。
能思考和能做的越来越多，能说的越来越少。每一代人都必须也只能面对自己的时代，所有的凝思和
心跳都是与时代直接对视、直接遭遇的结果。时代既是我们的宿命，也是我们需要超越的，而要超越
，总是得付出代价的。历史在不断演进，而那些被时代的清水或浊流暂时淹没的人，时间会铭记他们
。他们当中蒙受命运羞耻的人，那些不是他们的耻辱，而恰恰是那些历史的耻辱，于是，他们便成了
铭刻那些痛史的耻辱柱。
6、冷与热
7、用来长点common knowledge用的
8、一个很好的索引
9、编选此集的确都是文化热点人物，且多为死灰复燃者。书名为述评，大抵述者居多，部分按语（
如钱钟书，周作人部分）言之有物，未能尽意即草草终章，编选的评论文章要么太过敬仰传主而姿态
意味浓，要么有一见之得，亦未能向深处挖掘。出这样的书是容易的，可以翻看翻看，无太大真正价
值。
10、倒是意外的有趣
11、小家谈大家，还行吧！
12、选了好多扎实的文章，喜欢的几篇一看再看~有时附在正文前的选编说明也绝好玩。
13、此书不论从编选还是评点来看，都可谓卓有见识，发人深省，骆先生殆如古人所云眼极冷而心极
热者乎？十年前之“近二十年”，自指八十年代至上世纪末，晚近之十年，则连这些热点人物也不再
热门，大多数人所追捧的大概只剩下金钱、娱乐和学术泡沫了。谁为厉阶，可深长思之。壬辰初秋阅
讫，时日吾姑母生日也
14、评述部分温厚有度，选文亦是经不同角度细选的
15、编书也是见功力的事。骆老师的文章真是好。书的后记里说“我们便祈愿着未来是好的，21世纪
，除了颂扬祖先威灵，文化人将有机会在平稳的土地上从事宏大的创造。”一转眼，已经10年过去了
。
16、这本书最好的地方就是编者的用心良苦。文章选录时都别有用心，并且有自己的点评和缘由说明
。尽量能考虑到对人物的生平、重要阶段和作品的表达的不同文章汇聚在一起。摘：李泽厚《晚风》
中句子，“你能感受（不只是认识）这历史的残酷吗？依旧是春风杨柳，依旧是熙熙攘攘，像什么事
情都没有发生，但什么事情都发生过了。”；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描述中，“生命
浮再这类不相干笑话中，越说越远。”；巴金曾写，“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张爱玲
的许多照片，都是以仰视的角度拍成，那聪颖的头颅再微微抬起，目光傲然而冷冷的打量这浮幻的世
相；若是低下头，那便是顾影自怜的样子，对自己用着感情；张爱玲《金锁记》开头：“然而隔着三
十年的辛苦路望回路，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李渝评张爱玲：“然而她的优越的一面却也
17、汪涵（涵哥）推荐的书，我一定要看看。

18、现在已经是禁书，据说是骆老师写得最用心的书。
19、通俗人物之外有此前甚少听说过的人物。种种辛酸之后又有一种坦荡的豁然开朗之感，门仿佛又
多打开了一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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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骆老的智慧体现最多的一本书。
21、早时候的编书，才真的是编书。每个人物的选定都有所用心，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思想的引入，
到改开后李泽厚逐渐被人遗忘，正如全书纲领一般。之后诸位是民国时的大家众生相，然后是建国时
不同知识分子的选择，最后是文革时的思想家。诸人物最后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
野里，成为对20世纪中国历史和思想的一次回溯性的反思。每章人物都有编者介绍生平与简要评价，
所引述的文章前也有精到的评点，而且博采各方观点，力求得到平衡，对这些思想人物的评价本身就
构成了改开后的中国文化思想界诸生相。新时期的中国，不再有一个大思想家指导统领一切，大家的
生平经历与后来者的评头论足，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思想地图。
22、145
23、好书，编著者胸中有沟壑，点评不偏不倚，不带主观色彩，语言简练明达，不作不卖，指得一读
。
24、谢谢罗老师的书～
25、我真的买不到啊！若是谁碰到了带一本给我谢谢谢谢！
26、李泽厚，金庸，张爱玲，陈寅恪，钱钟书
27、大学时读的，文章选得还不错
28、骆老师的点评挺犀利
29、这算是对现代知识人感兴趣的第一本书吧~好像是大一下准备期末考时看的~
30、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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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据说此书曾经忝列“禁书”，豆瓣页面如此冷清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应该说骆
玉明先生编这本书是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的，此书体例虽为“人物述评”，实质上是上世纪八十年
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文化的一部微观历史，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大陆社会在这一时期多元化的文
化关注点，背后折射的是改革开放后大陆社会的观念流变，一册在手，可以月旦人物，可以读史阅世
，岂不乐哉？骆先生选文极有眼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骆先生在每个人物之前的引言和每篇选文之前
的“编选说明”，评语下得中肯精当，个人见解的发挥也精彩无比，似有”喧宾夺主”之嫌，透辟处
令人击节赞赏，诙谐处又令人不禁会心一笑，亮点密集到简直能闪瞎我的狗眼，忍不住手痒摘录一些
：“⋯⋯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是一种很高的政治权利，哲学家要在这里插一手，不仅会使
他的哲学显得滞重，也讨人嫌。至于说中国近二十年的巨大变化，固然有赖于哲学方面的某种澄清，
但更大程度上，却又恰恰是因为绕开了哲学。这是政治的智慧，它把哲学赶到远方唉声叹气去了。”
“文人的笔并不属于自己，但文章最终还是要他们自己从被压榨的灵魂里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批判性的，不与权力趋同的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用毛泽东的话说，只不过是附在‘皮’上的‘毛’。问题是，他们如何才能拥
有自己的‘皮’？”“文中引沈从文所作《喜新晴》诗，结句‘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现在的
年轻人恐怕读不懂了。那是化用当年一句著名的‘豪言壮语’——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
义。”“文中所描绘出的周作人的面目，即使不论政治的一面，也是庸俗甚至卑劣的，这或许也是周
作人的真实情形吧。但是不是完全如此，或者也需要同其他的材料合在一起看。”（老实说看到最后
一句时我笑了，骆先生总是到最后才来这么一下。。）“张爱玲的许多照片，都是以仰视的角度拍成
，那聪颖的头颅再微微抬起，目光傲然而冷冷地打量着浮幻的世相；若是低下头，那便是顾影自怜的
样子，对自己用着感情。她喜欢要人看她，却找不出解释的方法。”“她懂得戏剧化的人生何等虚伪
，却用更为戏剧化的姿态来破坏它；她明白庸俗生活的可怜与可厌，却大胆地把玩着俗直到淋漓尽致
，遂使自己站到了‘俗’至上。⋯⋯张爱玲点数着那些虱子给人看，却也并不忘记那‘袍’的华美。
”“我从这文章想起的，是张爱玲对浮嚣人世有意的隔绝和有意的表演；她是彻底孤独的，但又特别
喜欢别人看她，这究竟是什么心理呢？”（写张爱玲的这篇引言是我看过的谈张爱玲最好的文章之一
）“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必须作出政治选择，但由于其自身是无力的，所以作任何选
择最终都是困境。”“⋯⋯陈寅恪身上颇有矛盾的东西，若以其守旧的一面来支持‘国学’潮，这‘
国学’的价值令人怀疑。胡适曾说陈寅恪有‘遗少’气。当然，他绝非那种孤陋寡闻、抱残守阙的‘
遗少’，就单纯的‘西学’知识而言，胡适大概还不如他。但是，陈寅恪的文化主张，无疑不仅是出
于理性认识，还与其显赫家世有关。因而在陈氏著作中，不仅呈现学者的睿智，同时以往往呈现历史
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后者想来并不是值得推崇的东西。我们尊敬陈寅恪，乃是因为他是一
位正直的学者，一位把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带入中国、为中国学术开辟道路的人，他的家世与我们无关
。”（敢于诚实地指出学界超级偶像陈寅恪的缺点，骆先生的自信、气度和对人对事不偏不倚的学人
风范跃然纸上）“但从头到尾，他（按：指金庸）都把王朔的文章只当作一种不值得计较的‘攻击’
，丝毫不以为这是什么批评——而王朔的文章多少是包含了批评的；从头到尾，他都自居于高高在上
的位置，仿佛自己小说里德行高深的老和尚，不消动手，就让对方来个‘沾衣十八跌’，还毫不损害
自己‘忠厚大度’、‘优游从容’的姿态。台湾以爱骂人出门的李敖说金庸‘伪善’，不晓得是否有
点影子。”（这就是我一直不喜欢金庸此人的原因）“不少作家对自己那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人类灵
魂工程师’的身份看得很像一回事，自个的灵魂尚且弄不明白，却喜欢对读者的灵魂动手动脚。”（
笑死了好么。。）“至于‘崇拜女性’（按：金庸说自己崇拜女性），那在他的小说中是很容易看出
来的，不过，这种崇拜里所描绘出的女性形象处处都表现着男性的要求。”（一针见血！）“那文笔
的温馨（按：选文是杨绛的文章），令人想起他们‘模范夫妇’的称誉。有夫人作倚靠，钱钟书才能
经恶风雨而童心不泯吧？但不知他有没有别的不满。”（啊哈哈哈哈哈哈哈骆先生太坏了）“作者水
晶该是不乏学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会酸溜溜得让人难过。”（不错，水晶那本《替张爱玲补妆
》的书名就起得酸溜溜的自作多情，选文中对钱钟书的崇拜更肉麻，和一般脑残粉追星族别无二致，
钱本人恐怕也不会喜欢这种肉麻的追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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