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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批学术教育机构学者、师生被迫向长沙、重庆、昆明等地区迁徙
。1940年，因战事趋紧，同济大学师生迁往川南古镇李庄，继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先后辗转而来，一时间，众多第一流学者和大批珍贵文物古
籍汇聚李庄——这个被傅斯年称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作品以纪实的手法，深沉的情感，酣畅的笔墨，全景再现了在李庄的学者们艰苦卓绝的生活与学术历
程，突出刻画了霸气的学人领袖傅斯年，耿介的考古学大师李济，苦心孤诣的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坚
忍的诗人林徽因，孤傲的才女游寿，执着学术的董作宾、梁思永等先生的鲜明个性，以及他们面对贫
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守望相助、穷且弥坚的精神风骨。在中国最艰危的六年，他们不离故国，焚
膏继晷，薪传火播，在人文学科领域取得了世界性的荣誉，承续发展了中国文化的命脉。
作品还着重对“研究院吃人事件”以及傅李冲突、同济校长与教授纷争、国宝被劫案等史事的真相做
了细致探查，对其中的人事纠葛、研究院与大学的制度等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兼述李庄镇传奇历史
、风土人情和当地官僚、士绅在抗战前后不同的人生命运，对多年被掩蔽的人物与事件做了详细的披
露，读来令人感怀忆往、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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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上学期看的书太少了。满脑子都被眼前的难题
2、很不错！添加了很多台湾方面的史料，随手写到的张献忠等等部分都举重若轻。佛祖统纪写成了
佛祖统计，湖广解释为两湖和广东，算是两个小瑕疵。
3、岳南的书一如既往的深刻而好读，沉郁的民国情怀，酣畅淋漓的激扬文字，比《南渡北归》更具
历史的细节和阅读的看点！
4、赞！
5、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6、里面讲得一个冷门历史二战时中国驻德外交官员顶住重重压力给当时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签发了很
多很多救命符意义般的 签证    今天刚好看到有人说已经拍成电视剧了 比心
7、流落至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众人对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竟无一响应，由此可见做学问的重要性。
嗯，文人风骨。
8、大师辈出的年代，折射特殊人性的内涵
9、从南渡北归后一直看岳南老师的书，写出了中国文人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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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记得少时阅读《围城》，看到方鸿渐、赵辛楣一行五人战时结伴去三闾大学上任的旅程时真是满
怀欢乐，后来才明白钱钟书先生是举重若轻的幽默高手，将一段万分艰辛的旅程写得如此趣味横生，
而在战时的辗转与困顿则要困苦得多。岳南先生的这本《那时的先生》亦是从一段旅程开始，却充满
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之感与切身处地之忧。日军侵略的抗战时期至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大地最风雨飘摇的
时代，也是个人面临最艰巨艰难选择的时代，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对个人对民族造成巨大的影响，做为
一代学人大师则更是如此，《那时的先生》为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组立体的群像：霸气中又不乏圆
滑的傅斯年，兼济天下的建筑大师梁思成，略显严苛的李济，坚持自我的才女游寿，伤感的诗人林徽
因，他们文以载道，学富五车，却又饱含着对于家国与民族的热爱，所以他们不离不弃，宁于艰险中
辗转奔波，困顿中不改其志，战乱中笔耕不辍，他们不仅要克服困难继续学术研究，更要在战乱的环
境、飞涨的物价夹缝中求生存，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失去自我的幽默感与生命力，在西南一隅的李庄
依然绽放出光彩。在他们因战乱而遽然改变的生活轨迹中展现的是中国学人的坚韧，是人性的魅力，
是宽广的胸襟，更是民族的风骨。岳南先生具有很强的考据能力，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兼顾事件的各个
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段以李庄为中心的历史剪影，上至清末，下至文革，大至学校搬迁、同济之争
、傅李之争，小到“研究院吃人”事件，药品短缺、粮食不足的情况都有详实的史实资料以及生动的
叙述，同时作者亦不避讳学者之间的纠缠纷争，童第周出走同济，同济校长的假公济私，史语所的纷
争，让读者看到大环境下人性的另一面，这一面也许不易暴露人前，却是无法回避的人性之私，也是
作者力图展现在我们面前更加全面真实的历史。同时，作者也对于李庄的历史，战争的走向有着一定
的描述，力争为我们展现出一段完整的李庄时代史。令读者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作者将最后一章定
名为：抉择，将诸位先生之后的命运一笔带过，独留一段浓墨重彩的李庄岁月，或许在李庄的短暂停
留不足以渲染出这些人一生的风霜，却是一个独特的转折点，这之后的他们，或身世飘萍，或深陷各
种运动，这是时代的悲歌，也是个人的悲剧，但是我想不论是在江湖之远的李庄夹缝中生存，还是在
庙堂之高时的高处不胜寒，或是之后无法预测的命运之轮来临时的无措，他们应该都不会后悔，因为
所有的抉择都是基于对于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发自内心最深处的热诚渴望。
2、民国时期新旧交替，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轴心时代
和黄金时代，虽然天灾人祸和战乱使无数学人无处安放三尺书桌，从现代文明的城市到偏远贫瘠的山
村，颠沛流离，但即使小小的李庄，同样掩不住一个时代的群星闪耀。跟很多写作同类题材的作品不
同，岳南先生的书都不是故纸堆里翻翻得来的，而是实地走访挖掘出来的，可谓不易。在这本书中，
岳南先生展示了这些知识精英在那种艰难困苦现实前面的风骨，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确实构成中国当
代知识分子精神之根。在这部书里，李约瑟、王亚南、傅斯年、梁思成等一个个如雷贯耳，时不时让
你不期而遇⋯⋯当初这些饥寒交迫的知识难民一定没有想到，很多年后，他们都将被视为中国现代史
上的大师级知识分子。谁能想到，写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王亚南与写作《中国技术史》李约瑟
有这样的交集。近年来，岳南 先生专注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的打捞，不辞车马劳顿，着实令人敬佩
。对于当代完全体制化的读书群体来说，这其实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追忆和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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