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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

内容概要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空间赋予了历史以丰富的细节和戏剧感。张鸣、解玺璋、李洁、马勇
、傅国涌、许知远、叶曙明、李冬君、李翔、陈远、张耀杰等20位历史学者和文化思想界名人，作为
旅者，循着中国近代史演进的地理线索，天南地北，历时两年，寻访 27个历史现场，寻找岁月痕迹，
触摸历史的厚重，还原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理环境。斯人虽去，而读者凭着这些文字，则恍若重
闻其声，重见其人。用张鸣的话说，以这种方式读行近代史，“不仅别开生面，而且生动而耐读”。
当今最为知名的名家学者的27篇历史散文，思想深邃，文采斑斓，使本书兼具较高的史学和文学阅读
价值。本书为历史MOOK《史客》公益特辑，作者稿酬全部捐赠给“幸存抗战老兵关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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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

作者简介

李礼，资深媒体人，曾任多家媒体主编，专栏作家。现任《中国国家天文》杂志执行出版人，主编有
《穿越百年：民国前传》《晋回忆——人文中国的历史之旅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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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

书籍目录

第 1 站     上斜街：龚自珍的答案             吴久久
第 2 站     五台：徐继畲的光荣与梦想         李礼
第 3 站     益阳：寻找胡林翼                 李洁
第 4 站     木渎，大时代的一介书生           克念
第 5 站     东交民巷的外来者                 李刚
第 6 站     会馆里的慷慨悲歌                 李翔
第 7 站     1898，康有为的逃亡路             马勇
第 8 站     从维新号到东洋文库               张鸣
第 9 站     梁启超的茶坑村                   李翔
第10站      梁启超的双城记                   解玺璋
第11站      海盐，古塘里的求变者             王英
第12站      湖州札记，从沈家本到陈其美       李礼
第13站      小站春秋                         何玉新
第14站      安阳访袁林                       陈远
第15站      1907，绍兴之夏                   陈祥
第16站      岳府街，被遗忘的蒲殿俊           吴策力
第17站      从万木草堂到林觉民               马勇
第18站      溥伦，佟麟阁路上的失败者         吴久久
第19站      寻找宋教仁：从桃源到宋园         张耀杰
第20站      海丰寻陈炯明                     叶曙明
第21站      南通：张謇的背影                 傅国涌
第22站      定州，远去的乡村理想             李礼
第23站      洋书店——延陵巷                 许知远
第24站      江津，最后的陈独秀               李洁
第25站      没有胡适的绩溪                   李翔
第26站      两谒钱穆素书楼                   李冬君
第27站      何处是归程                       张泉
作者简介
后记 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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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

精彩短评

1、有了历史，一砖一瓦一城一村也有了灵魂。虽然最不大爱的就是近代史，许是离得太近，还不够
客观。
2、旅行其实就是对历史最好的探索
3、20150825#未完成#许是因为对近代史的历史悲观到简直无感，所以对这本书中出现的人名和地点总
是无法心生触动。编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走访了上个世纪前50年一些对中国的近代史具有推动作用
、但是并不为大部分世人所知的故人故居，看完了总是心生一股悲凉。怎么好的宅子，这么好的历史
遗迹，寻访到的时候，要不就是早已被强拆完毕，要不就是一幢孤零零的博物馆，只有人来的时候才
开放。历史不应该被湮灭，人应该被记忆。打算以后如果自己对近代史的兴趣回来了，这本倒是真的
很值得旅行的时候带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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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

精彩书评

1、“我这书，是一步步走出来的！”这是李洁交稿《文武北洋》后所说的一句感慨，我至今难忘。
这本《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集结了马勇、张鸣、解玺璋等20位历史人文学者—当然，也少不了
李洁这位嗜好自驾的资深“驴友”。以时间为经、以大地为纬，借助文献和口述往返穿梭古今，作者
们依托南通、江津、海盐等二十多处人文风景，为我们描摹出张謇、陈独秀、张元济等25个历史人物
，他们的生平事功或身后命运。拼接而成的图卷上，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风云激荡。相较纯粹依托文
献写就的历史读物，历史游记可读性更强。读者不仅能了解所述人物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在纸上
“卧游”那些存留至今的名人古迹，更为重要的是还能体会到作者抚今追昔的“现场感”。但要写好
历史游记绝非易事：首先你得从故纸堆里找出他曾经住过哪些地方—那些地方要么是被拆，要么地名
、街名、房屋结构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有的所谓“名人故居”根本就是假的。光一个北沟沿胡同23号
院所谓“梁启超故居”，就闹了这么多年笑话。据杨东晓查证是1986年普查弄错了一直也没人更正，
直到2012年记者采访，文物部门才提交更正的报告。本书《梁启超的双城记》一文也提到这座宅子，
好在编者李礼和作者解老师都是审慎的人，正文和图注都没被带到沟里。累死累活查资料，东奔西跑
找地方，这只是基础工作。看到别人不曾留意的细节（最好你能有一手摄影的技艺压身），还得用看
似轻松的语言将其送到读者面前，这趟穿梭时空的旅行才告结束。这是个举重若轻的苦差事，对人的
观察力、表达能力及沟通能力要求极高，能干好的人不多。比如《益阳：寻找胡林翼》一章，当李洁
费尽周折找到胡林翼当年所建的“宫保第”，老宅子已经被拆了个精光，昔日的宅基地被改建成稻田
，正应了唐伯虎的诗句“无花无酒锄作田”。换了我可能就此放过，黯然驱车而回。李洁偏不。他抓
住一位当地人寻根究底，生生从一片新建的红砖房上，找到了当年的屋瓦、青砖，残存的两半截院墙
，以及当年胡宅后院景观残存的一湾水池。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当地人的口述，我们得以重现1949年
至1979年，30年间胡氏宫保第渐次毁坏的整个过程，为后人留此存照。《论语·八佾》有“文献不足
”之说，朱熹注说“文”即典籍，“献”就是李洁所采得的乡贤耆宿的口述资料。“文”“献”相结
合，也是这本书大多数篇章的特点。在众多以人物为主题的篇章里，李刚这篇《东交民巷的外来者》
显得较为独特。作者将东交民巷的历史溯源到元代的江米巷，得名自南方经由通惠河供应的糯米—又
称“江米”。马可波罗当年就曾在此巷下榻。需要提醒作者的一点是：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时间是
在1291年，而非文中所说的1293年。这个问题蒙元史学者杨志玖70年前就考订过。此后的700年间，这
条巷子里来往的有藩属贡使、俄国商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开始在此兴建使馆
，驻扎在此的外交使团见证并参与了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等北洋时期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
。1927年国民政府南迁，但这条巷子一直被外国人控制，直至1943年才收回主权；随着四九鼎革，这
条巷子的命运又是几经变迁—一条巷子的历史，折射出数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起落兴衰。我最喜欢的是
这篇结尾的一张照片，拍摄于当年的德国使馆区，如今是红都服装店：橱窗里面展出的是图画的某氏
宗谱，玻璃上映射出对面东交民巷饭店的建筑群，照片左侧被塑胶模特的一双长腿占据，下面的标牌
上写着“HO！H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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