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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逃学的沈从文
屁股挨板子的郭沫若
晚饭后听四叔钱穆吹箫的钱伟长
大年初一外出讨饭的彭德怀
满脑子地狱惨象的胡适
⋯⋯
100余位民国人物 200多部自传作品
细笔勾勒民国大师童年成长足迹
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做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 明白我们的古人以
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出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鲁迅
童年的生活不是“小儿科”。童年的成长过程，小的关乎一个人的一生；大的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童
年成长和教育形态，以至该国家民族民众日后的文化素质和生存价值。作者本书在描写传统中国童年
生活及其迁变而使之成趣味盎然的知识外，文字间另有深意，一言以蔽之，是对文化生活价值的终极
的关怀。 ——陈万雄，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
在张女士的笔下，我们看见了一个消逝的时代，消逝的传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内
容是什么，乃历历如画，展现于眼前。 ——唐振常，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本书作者别辟蹊径，利用1828至1938年出生的多达150余位名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从中捕
捉他们童年的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之微，条分缕析串连组合，如实活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有绪、行
之久远的童年生活形态，及其经西风美雨的洗礼而一去不可复返的历程。
从这部材料丰富、 妙趣横生的著作中，我们既可看到那些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大人物既单纯又不平凡的
童年情景，又可看到数不胜数的小人物的人生如何构成传统中国的“乡土”特色，更可看到在十九世
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被日益卷进全球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瓦解和重构中国
人生活形态的过程。
这虽是一部舀取中国历史长河一个片段的“小”历史，却把握住了滚滚水流之下的脉动。折射出中国
千年未有的大格局的变动，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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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倩仪，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主修文史及教育专业，曾游学日本及美国。前香港商务印
书馆总编辑、前香港出版学会副会长。曾主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敦煌石窟全集
》26卷、《中华文明传真》10卷的出版工作；与飞利浦合作出版的The Forbidden C ity: A multimedia
Window on Chinese Civilization(《紫禁城》)曾获International Compact Disc Interactive Association 银奖 。
长于文学、历史、艺术的比较研究，著有《魏晋南北朝升天图研究》、《西行找中国》、《0后风云
——香港城市的热眼旁观》》、《清——中华民族新生的阵痛》等书。曾获青年文学奖、香港书奬。
现从事自由写作、旅游考察及举办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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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书好在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和新的视角来了解那个时代
2、看这本书时，一方面是在学习上一代或上上代的童年，另一方面也是在反省自己的童年。传统知
识对一个人的思想影响很大，只要教育得当，一个正统思想是很容易形成的。在当今这个物质和科技
文明极易获取的时代，精神文明的培养要从小做起！
3、读来让人回想童年，意境深远
4、蒙書、傳記集合，商務的沒了，拿這個本子
5、书的质量不错，比想像中的好。
6、从一本文摘类杂志上看到这本书里的几个片段，觉得很不错。就打算买全本来看看。不同的视角
，和时下流行的只是纯讲道理的书不同，感触良多。
7、帮别人买的，评价不错！
8、又是一套留到海边晒太阳时看的书。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去海边晒太阳呢？
9、向各位心理学工作中强烈推荐此书，特别是研究青少年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人士。
10、不可再见的童年，历史和风俗的记录，沉重多于欢乐。
11、还没来得及细看，大概感觉还行吧。
12、现代人探究古代人的童年生活，中国解放前的那些学校生活。虽然是历史类的，但读起来相当轻
松，作者毕竟是大牌的人物。这些书读读才知道自己的先辈那一代人的学生生活是怎么个样的，我只
读到教育篇，还没看完，但在某一小节总能让人不由会心发笑。很值得读的一本！现代社会生活中的
一杯清茶！作者在文中探究的问题是有意义的。
13、是本角度很新颖的书。但是大家不要用读传记的方式去读它，那样会很失望的。这不是一本传记
，而是对传记的研究，你可以从中体会民国时期的少儿教育，性格形成环境等等关于人文世界的东西
。书中到处洋溢着文化的气息，勾勒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社会。
14、适合静静地读，洗涤灵魂！
15、《万象》杂志文人八卦轶事风格，闲闲散散地看着，挺舒服
16、看看和童年有关的故事，就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很幸福！
17、以前的孩子是怎么学习生活的？读本书可有一些了解。
18、自传拓展。
19、题材绝赞、文笔落后了、但依然不失怀旧乐趣
20、书的质量很好，到货快。
21、琐碎的材料，整理起来不易，显得比较散。
22、童年是每个人最美好的岁月，童年永远不会过去！！！
23、　　      2012年3月26日，香港知名学者张倩仪做客新浪网，介绍民国大师的童年成长足迹，以及传
统教育与社会文化，并对时下的教育工作与中国未来发展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网上大讲堂http://blog.sina.com.cn/lm/z/wsdjt/ 
　　      
　　
　　    今天的义务教育不把求功名考科举、送大学作为唯一的教育目标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的
方向。但是私塾里边，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那个时候的教育方法和教学材料。
　　　　私塾教育有很多好的传统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新浪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浪网上大讲堂，我是讲堂主持人尹
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民国时期大师们的童年生活和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我们来看看民
国大师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培养出来的。介绍一下嘉宾，非常荣幸我们给大家请到的是资深出版人、作
家，曾经担任过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以及香港出版学会副会长，目前从事教育推广工作的张倩仪张
女士，欢迎您！
　　　　张倩仪：大家好！
　　　　主持人：张女士最近有一本新书出版，叫做《再见童年》，讲民国大师童年成长轨迹。您对
民国时期大师的成长轨迹有所了解，今天给我们广大网友分享一下。有人说民国出了很多大师，“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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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星河”，用了这样的词，现在很多无法超越的大师都是民国时期的人物，这么多大师、学者、作家
⋯⋯据我们了解，好像他们学历并不高？
　　　　张倩仪：其实那些人里面有些出国留学了，获得了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但是有些可能并
没有那么重视学位，因为他们一辈人都有自己挑选人才的眼光见识在里面，他觉得谁好都有口碑，这
样就不需要完全凭那张文凭来认为谁好、谁不好，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更利于发掘人才，因为很多人并
不需要一定要拿学历，但是却做出非常好的贡献，这是一个特点。
　　　　主持人：当时怎么就没发生像现在这种情况，现在就是唯学历论，把自己弄得貌似口碑很好
。当时不会有这样的人物吧？
　　　　张倩仪：当时大家都有眼光，都知道，不可能太过分的。那个时候还有一点，传统的读书人
，哪怕科举时代中了秀才以后，要到现场里面考试，他们就去认识其他的读书人，互相之间就会形成
一种网络的关系，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互相吹、互相炒作的，但是总不能过了很多关，一关又一关，这
样形成那个时候的人知识水平、对学问的要求都有一定的标准。
　　　　主持人：您把民国时期的这种教育环境和人才甄选的环境(和现在)相比，为什么一定要硕士
、学士，比如学校招人，哪怕要招一个明显很不行的人都要硕士，不要那个看起来很不错的学士，很
多高校都是这样做的。
　　　　张倩仪：我们可能第一太相信统计，认为统计出来的数字可以标准的给人家看，原来是这样
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点点迷信学历了。另外就是排行榜，从前都是靠人际关系互相了解，现在大
家用数字、用表面的来做，也逼得很多教育工作者不得不从这方面考虑，我觉得这也有点过分。其实
我读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那个大学教授他就不是一个博士。
　　　　主持人：我们在大学里看到很多学生很喜欢的老师，干了一辈子，到老退休了，可能副教授
都没混上，也有刚来30多岁，学生也不喜欢，(但靠)攒很多本书成为副教授。我们注意到民国这些大
师，他们很大部分是从私塾里接受的基础教育，而不是从新式的学堂，这种私塾里的教育内容是什么
？和现代化的校园教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张倩仪：其实我写的那个是个变的过程，从非常纯粹的私塾教育，一直到有点摸索阶段的新
式教育，到比较成熟的新式教育，都有。私塾教育里边，其实中国人从前就很重视教育了，所以它有
几种可能。第一个是那些读书人自己出来开馆，开私塾来教书，里边也有名气的，比如他培养出来的
学生，或者他自己的学问比较好，培养出来的学生成绩比较好，所谓成绩也是考科举了，这样他就属
于比较有名气的私塾。另外也有一种，家族里边认为他家族的孩子应该要读书，但是那个家族里边有
些人贫穷，有些人富有，就会有一个所谓义塾的教育，家族里比较穷的孩子就可以送到那个学校去读
书，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点，那个时候国家并没有普及义务教育这一回事，就用集体的力量去培养
孩子，这是另外一种。还有一种，干脆就把老师请到家里边来读书，这种人家一般来说可能是比较富
有，或者非常重视子弟教育的。还有另外一种，他父亲本身就是教书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学
生，带到带到他的学堂里边，或者他当人家的家庭老师的时候，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种教育。这几
种其实我觉得都体现了一点，国家没有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中国人怎么重视自己的家庭的教育，培
养人的那种关系。
　　　　另外一点，处在后来科举发生变化，或者科举没有废但是新的学问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
见这种私塾教育里边的课本也不断在改，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种课本以外，
还有很多新的蒙学书出来，也是有韵的，你可以背诵的，里面带有新东西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新的课
本，对那个时候新教育的摸索其实是有作用的。后来干脆比较简单了，因为废了科举教育，新学校就
出来。那个时候的新学校其实跟私塾教育有很多互相衔接的地方、相似的地方，课程是改变了很多，
多了很多现在我们所说的算术，还有体操⋯⋯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传统被保留下来，比如说
非常非常地重视小学老师，尊师重道还是存在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文化
里面存在。
　　　　主持人：我奶奶是民国时代的人，她接受过几年学堂教育，但是她所描述的学堂我觉得只是
把私塾扩大了，因为课程是一样的，老师授课方式也很相似，体罚也存在，课本可能也会有所变化，
但是《三字经》、《百家姓》也是基础的读物。是不是私塾更容易制造出大师，而现在的环境培养大
师可能少一些？
　　　　张倩仪：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事实上有很多男孩他们很喜欢玩，性格非常活泼的，可能就
受不了这种教育。另外私塾里面要拼命背书，有些孩子不喜欢背书，背书能力有弱一点，这种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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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才在里面。今天的义务教育不把求功名考科举、送大学作为唯一的教育目标的话，我觉得其实是
一个好的方向。但是私塾里边，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那个时候的教育方法和教学材料，私塾的老师很
多，当然也不一定很会教学了，但是会教育的老师也是很重视儿童的心理的，只要社会给他好的环境
，他就会发展成为非常好的老师，家长跟老师的沟通也可以非常好，因为一个孩子跟着一个老师，跟
了很多很多年，这样父母跟老师的沟通就可以比较容易达成。我觉得这些方面，包括教材的更新，希
望跟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来改变教育的内容，这些都是中国人办教育挺灵活的一些地方。
　　　　主持人：张老师，我们在内地提起私塾教育或者传统教育，一般都(认为)是封建腐朽的代表
，是糟粕，可能是纯负面地去看，如果让你看看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好的一面，值得我们去保留的，但
是被我们现代教育弄丢的那些东西，您觉得有哪些呢？
　　张倩仪：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没有什么所谓科学的现代学训练、儿童的心理学训练，但是
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受教育者他本身的理解程度、他成长发育方面的条件。比如为什么要用韵语作为儿
童的蒙学书呢？因为比较容易背诵，这点是有它一定的好处的。甚至很多的翰林，他们都很喜欢做蒙
学书，比如朱熹做过。他们如果重视儿童教育的话，就用很多力量做蒙学书，拿给孩子来试验，(还)
不断地修改。现在不是很流行民国时期的教学书，拿来出版，非常受大家欢迎吗？那个时候，其实做
蒙学书的那些读书人就是传统读出来的，他们大概还有这种习惯，他们重视孩子的成长，他们哪怕自
己是大学问家，也要看孩子怎么成长，来做他们的教科书。这一点在民国的教科书里边继承下来了。
　　
　　
　　    中国曾经是社会循环流动最好的一个国家，虽然是通过科举，但是那种好的循环流动，是让中
国维持很多年很重要很领先的一个方面。
　　　　农村破产让城乡循环断了
　　　　主持人：民国那个时候不光教书也育人，现在可能你把成绩搞好一点，分数得高一点，就满
意了，那个时候不是。启蒙读物可能就是教一些人事物事的道理，比如《三字经》就教你懂礼仪，一
方面是学文化识字，另外就是道德的东西。另外您提到了民国时期学堂里的教科书，现代人拿出来觉
得好棒，好像比我们现在用的还要好，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从您的了解当中您看到的民国大概什么时
候出现了新式的学堂？它和传统的私塾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张倩仪：其实新学堂是清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感觉到，事实上
那种私塾教育或者传统的四书五经的教育，已经有点不能再用来维持这个国家面对新世界的压力，所
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别忘了那个时候开这些新学堂的很多人，事实上他们是从传统的教育
里边出来的，他们尽量采用比如说日本的或者外国的(模式)来做，也加入了很多的课程，包括中学里
边有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课程，小学里边可能有地理课程，而且还要放假，可以不用天天上学堂去
读书，这方面都是新教育的一些内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还在摸索的阶段，所以老师们
如果好的话，他们是很用心去找出各种可能性，并没有说一套一套的规程规定他们要怎么做。不好的
地方就是，如果老师在这方面的学问水平不够，新知识不够，或者是他本身就是混饭吃的话，在新学
堂里边读出来的孩子可能也是浪费了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好的家庭对于教育的关心，或者一个地方的
文风很盛的话，事实上也是对当时孩子的成才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
　　　　主持人：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一直存在，特别民国时代，教师的收入是极高的，您看季羡
林去德国留学的钱都是早年当老师挣的，在德国生活了十年。当时的教育工作者收入相当高，可能会
让现在的老师很羡慕。另外就是，我们看民国时代，其实还处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家族关系或
者社会关系当中，这种家族伦理(状态)是不是对儿童的成长也会有一些影响，而不像现代传统的家庭
已经被解构掉了，就剩一个核心家庭了，就是爸爸、妈妈、孩子三口之家了。
　　　　张倩仪：对，事实上我们发现很多人的道德教育就是从他的家族里边去获得，尤其是从祖母
去获得的，因为那个时候父亲很忙，母亲事实上也很忙，那个时候老人家的经验还是相当值得受人尊
敬的，包括比如说怎么照顾他的身体健康，这些都可能征求祖母的意见。昨天我才跟一位我的朋友
，60几岁了，他看了这个书就说，让他回想起他从前所受的教育，关于为人都是从祖母方面学的，那
些并不是什么大的学问，但是祖母或者是祖辈他们有那么多年的人生经历，总结了很多人生的经验，
把它们用很通俗的方法告诉年轻的一代。比如说我昨天听他回忆起的，他祖母告诉他，你要观察一个
人知道他是不是好，不是看那个人怎么对你，而是看那个人怎么对别人。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些都是非
常好的方法，也很简单，这样增加了孩子对很多社会的观察，对很多不那么自我中心的概念，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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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这是家族的我觉得(好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往往祖父母并不一定住在一块，就靠父母照顾孩
子这一代，有时候不那么能够周全。第二，那个时候如果孩子没有了母亲或者是没有了父亲，有其他
人可以取代父母的角色。
　　　　主持人：伯伯、舅舅，父亲的兄弟，互相有照应。
　　　　张倩仪：对，甚至资助他们读书，而且资助不是一年、两年，是一直到到留学，都可以这样(
资助)下去，这种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让很多贫穷的、困难的子弟获得了教育，这个也是家族里边的
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另外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电视机，所以往往是谈一些
祖辈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经过什么困难、这个家族怎么样⋯⋯孩子对自己的成长或者祖先辈的那些故
事，会有一种崇拜的感觉，至少对自己的成长过来一直保留一种很深厚的感觉，这种感觉包括去了外
国做了留学生读了博士，在美国的很多中国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来自于一个很有文明的国家，这种自
豪感，事实上对他们的坚持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所以华人在国外自我保持得很好，但是我们年轻一代从小就喜欢Lady Gaga，就不一
样了。新一代未来怎么样我不好说，只是传统丢得太严重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看这些大家，他
们青年以前可能都在一个家庭里，在一个小地方，很多人在小县城里接受私塾教育、做一份很小的工
作，但是青年以后往往到了大城市甚至进了大学或者从事文化行业，他的生活有很大的转变。这种转
变对他们的人生会不会带来相应的影响，或者这也是制造大师的一个环境呢？
　　　　张倩仪：其实我觉得中国原来有一个环境非常好，(人才)成长的时候往往是在小城镇，那个
时候也没有很多我们今天所谓大城市大到让你害怕的地步，所以在城市里生活，或者在城市里边有很
多自然环境，对他们的成长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孩子从小在农村郊外的地方，他考试都要到县城或
者省城里边考，他在那个过程里边认识很多同样经历的人，交上朋友，对他眼光的开拓有很重要的作
用，这么一步一步一直到首都去做官的过程，做完官以后又回到他自己出生的地方教育当地的人，我
觉得那个循环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让中国的农村事实上那个时候并不真的不是人住的地
方，不是那样的感觉。我们想像曾国藩那样一个人，他大概走一两周时间才能回去，要坐火车、坐船
，还要从大船换成小船，抬轿子，才能回到家乡那个地方，事实上曾国藩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他的
家族后来许多人还居住在那个地方，对于维系让农村成为大家不是要离开、要逃避的那个地方，是很
重要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很感觉到，日本的城乡差距并不那么大。美国也是这样，你绝对可以在一
个小城镇里面成长、生活，而一点不觉得自己是孤陋寡闻的。中国这一点从前是有，现在我们是不是
应该可以维持，或者让现在的农村贫困的情况可以改善呢？尤其是已经有了互联网的世界，信息交流
从前是因为要到海外，所以集中在大城市，现在已经我们可以打破这一点，回到中国古代的那种城乡
的循环，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方向。
　　　　主持人：为什么当今中国的这种城乡循环断了呢？
　　　　张倩仪：我觉得其中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后来一直新教育办得不那么成功，我们国家的命运
改变不那么快，这样很多人就觉得要到大城市，尤其是沿海的城市里边去读书，才能够获得新资讯，
他们也要到城市里边去找工作。
　　　　主持人：毕业也不愿意回家。
　　　　张倩仪：因为农村已经破产了，原来的那种男耕女织生活方式已经有点破产了，大家都要进
入大城市里边去找工作，不然你就可能找不到工作，这种环境跟现在的农村还是有点相似，让很多人
就没法待在他原来住的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想办法去改变。
　　　　主持人：中国传统有句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你(原本)还是种地的，可以
当上公务员，但是现在困难了，现在当官的孩子继续当官，有钱人的孩子继续做生意，农民的孩子继
续种地⋯⋯
　　张倩仪：但是别忘了我们中国(曾经)是社会循环流动最好的一个国家，虽然是通过科举，但是那
种好的循环流动，是让中国维持很多年很重要很领先的一个方面。
　　
　　
　　    冯友兰父亲的一句话我特别欣赏，耕读传家，并不是说每一代人都做翰林，而是每一代子孙里
面至少有一个人能做秀才。
　　　　继承精神才能有好的未来
　　　　主持人：有不好的制度也比没有制度好，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的产物，虽然有很多弊端，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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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士，但却是维系了中国文化和教育一直发展的原因，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另外
我们想请教张老师的是，通过您的研究，您觉得是今天的儿童少年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快乐一些，还是
民国时代的少年儿童他们更快乐一些？虽然我们很多人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很苦，早上天不亮就起来，
还要摆个“早”字在书桌上。您觉得他们快乐还是我们快乐？
　　　　张倩仪：我觉得要看家庭情况，不能说哪个更快乐一点。不用背书，可能现代教育更快乐一
些，可是最近十几年我觉得孩子太不快乐了，越重视家庭教育的家庭孩子可能更不快乐，因为现在我
们把考上大学作为我们读书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事实上孩子的快乐或者孩子的成长，有很多方面我们
都忽略了，丢了教育的核心价值，我觉得孩子非常不快乐。那些所谓的才能训练班、才艺训练班，都
是为了考试而不是为了成长，新式教育到了这种程度就有点⋯⋯了。
　　　　主持人：对。我前一阵子回老家，我们也是小城市，我早上五六点钟起来办事，天没亮就看
到车上有很多背书包的小朋友，现在的小孩想睡饱都很难，(现在的教育)对于他们是挺残酷的，可能
是为了竞争，为了考大学找工作。民国时期传统教育给孩子的概念，是不是就是你要考功名、参加科
举，功名、科举才是他们的出路呢？
　　　　张倩仪：这是比较简单的说法。(这些)确实是占了重要的地位，但是所谓的功名，并不是每
个人都要中状元，我们看很多戏曲里面讲中状元事实上是鼓励孩子学习的方法。我记得书里面有一个
齐白石，很喜欢读书，她的母亲是拣人家耕种留下来的谷物供他读书的，而不是希望他考科举，将来
他做农夫的时候，都可以做现实上面要应付的事情，比如可以记账。这种教育希望，在那个时候，事
实上也是很多很多人都有。
　　　　主持人：当时也有素质教育，不全是应试教育。
　　　　张倩仪：对，他们有很多现实上的考虑，并不能简单的看科举的问题。
　　　　主持人：很多人接受教育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考一个秀才或者进士等等的。
　　　　张倩仪：对，冯友兰父亲的一句话我特别欣赏，耕读传家，并不是说每一代人都做翰林，而
是每一代子孙里面至少有一个人能做秀才。(秀才)换成现在可能只是所谓小学或者中学毕业，但是在
他们来说就是家里边出了读书人，他们知道知识很重要，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能够耕读传家，这是
很重要的。
　　　　而且耕读传家不是说别人去耕，有一些人读书，而是说读书跟耕种的，都可能是同样的人。
　　　　主持人：你可以半耕半读，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还有一个问题，您出这本书您研究了很多民国大师的童年生活，您研究完他们的生活，能得
出哪些对现代的父母或者想要从事教育的人，给他们一些有启发的东西呢？
　　　　张倩仪：我觉得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很重视孩子要勤劳、要节俭，不要浪费，对人、物要非
常有爱心，要很尊重老师，其实那个时候的老师也并不见得就是学问一定很大。
　　　　主持人：我很奇怪，您没有说一定要学好某门功课，您学的是勤劳、节俭、尊师，这是产生
大师的要素，而不是说学好文化、考好分数、学好英语，不是。
　　　　张倩仪：应该这么说，要出大师一定要学好文化，不能没有这点。但是大师如果只是(掌握)
知识方面，你能够那么努力地维持下去，对学问有那么大的追求吗？我觉得这都是很长远的事情，但
是你有好的正确的价值观的话，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有一种适应感，有一种坚持的方向。我觉得这反
而是更重要的，而且人总不能说大师就是说我就做什么坏事都一点不害羞，我看也成不了大师吧。
　　　　主持人：能攀上学术高峰的都得有高尚的道德作为支撑，所以传统教育之所以能产生大师的
土壤，是因为他有很好的(教育)教他怎么样去做人，教会你做人了，你自然会去读书，而不是直接教
你文化知识。您说了勤劳一个方面，节俭一个方面，尊师重道一个方面，现在好像人在这些方面做得
并不是很好，孩子很小就开始浪费，(认为)我给老师钱了嘛，可能内心也不那么尊重。
　　　　张倩仪：现在不尊重老师是一个问题，香港也是这样，(认为)学生是一个顾客，老师不过是
一个聘用的人，这样对老师就不会有尊重，孩子是看着你做人的。
　　　　主持人：节俭也是一个要素，这个怎么理解？
　　　　张倩仪：我觉得节俭应该这么看，并不是说他为了纯粹经济上面的问题，而是说你能够把他
作为一种自己生活的价值观。
　　　　主持人：就是你别追求享乐是吗，如果你人生学好知识、找一个好工作只为享乐的话，人生
就迷失了。
　　　　张倩仪：应该说你读书的时候要享乐，就不能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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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所以寻找一种比较清淡的生活状态？
　　　　张倩仪：比较简单。
　　　　主持人：这个给我们启发很大，为人父母也好、从事教育的也好，别光教文化知识，要教做
人，人的品质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虽然考试不会考，但是真的能够对一个人起到很大作用的。
　　　　张倩仪：而且我觉得，当然学校里面的老师也会有言传身教的作用，但是你没法绝对地保证
，你也不知道老师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但是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自己的言传身教，是肯定可以保证的
。
　　　　主持人：现在很多老师对有钱人的孩子会格外地关爱，这反而是给学生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影
响。
　　　　时代的变迁，民国时代肯定是回不去了，很多传统的教育方式、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没有了，
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对于当今的社会来说，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张倩仪：时代的过去是无可阻挡的，民国时代事实上也有非常痛苦的一面。我觉得留下来的
应该是精神，而不一定绝对是那个时候所用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制度。我们留下精神以后，那个制
度可以适应着现代社会的情况来发展。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化流传，其实到最后都是留下精神，我们看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你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有自豪感的话，你把这个精神继承下去，人的素质就
能够上去，你未来就一定会达到好的社会的水平。我现在很担心很多孩子被送到外国去，哪怕大学的
时候才出去，但是如果他们生长在很功利的社会环境里面，到外国，人家是很看不起的。(中国)“考
古学之父”李济，(大学)老师问他一本书，他就可以说出那本书怎么样，老师就很惊讶，你怎么知道
那本书怎么样，你是怎么评价的呢？李济跟老师说，因为我从小的时候父亲教我，看看序，你就可以
把握大方向，我只是看了序。那个老师就说，看来如果没有深厚文化的国家，是说不出这样话的，看
来我们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人家是尊重你的修养，而不是尊重你拿到博士。
　　　　主持人：今天非常开心请张老师跟我们聊了一些民国时期大师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我们也对传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谢谢张老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新浪网上大讲堂，再见！
　　　　张倩仪：再见！
　　
24、还不错——这本书还不错，还算满意，就是有几十页装订错了
25、好看，作者文笔不错，很有收藏的价值。
26、内容分类比较有趣
27、速度很快，而且包装也很好，想不到当当购书现在这么快了，好啊，好啊～～
以后会继续在当当买书的！
28、学术味稍重而趣味性不足。当然引用的传记、图片和部分解说都挺精彩，如果换个角度或者换种
叙述方式，肯定很赞。不过这书本来就属于文化研究、社科人文类⋯
29、童年是最美好的时代之一！内容不错。
30、人文世界知识补充和不同理解。。。。
31、写别人的童年，我估计就只有这位作者这样做了。很有新鲜感。使读者了解到这些名人不为人知
的一面，开拓了见识，厉害！
32、书写得很好，引人深思，买给孩子的。
33、大师们的童年  自己又何尝没有过类似的童年 但就算是我 方才十年  童年所依托的村庄早已不是记
忆深处的那个样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34、好，真的很好，买了3本了
35、本来以为这书是一部介绍大人文学者的童年读书的轶事，谁知道是介绍冗长的旧式教育夹杂一些
名人受教育之事。语言也一般，这部书的内容没有标题好
36、书罗列了一些民国名人童年时期的资料, 但是对问题没有分析, 没有深度, 反而不如徐百柯的民国难
那些人这本说有特色, 大家可以对照来读, 验证一下.
37、很多文人小时候的囧事
38、好书，再现了以前的人的童年生活，像我这种本来对这种书不感兴趣的人，都把它看完了。。
39、真的不是在凑字数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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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正在成为全民关注的大话题，更是大问题，而在一波一波的民国热当中，对中国传统教
育方式的重新思考与发现，也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张倩仪曾经担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既修文
史，又通教育，于是有了这部全景式呈现传统教育的著作，从逃学的沈从文到挨板子的郭沫若，作者
收集100多位民国人物的自传材料，融入对传统教育的考察当中，既让人回味，又引起沉思。而那种农
业时代的教育环境，是再也不可能追回了。
　　
　　                                                       ——摘自《新京报~一句话书情》
41、一下子买了好几本书，还没来得及看，很期待。
42、超五星。作者做了细致的案头功夫，切入点难得一见。读来时常泪目。想来，也许我生生世世都
是个中国人吧，亲切。
43、略略摘要各位名人的回忆或者传记，然后理出一个目录，杂以评论。最后的书面是个好东西，可
以按图索骥。就是不知道是编辑还是印刷的问题，有错字不能读通的地方（鄙人寡闻？?）
44、作者的角度不错
45、感觉挺好的书，也很有用
46、旧情怀的乐趣，涨知识可用～
47、书不错，挺满意
48、这本书很深奥啊，不过也能读进去，感受上世纪名人的童年生活，感觉还是当代孩子的上学体制
好啊，这就是中国教育的进步啊！
49、文风优雅，值得一读
50、帮别人买的，据说是学校要求，所以应该不错
51、不错的书，好看啊
52、我还以为是大师们自己的回忆文章——误解了，买错了。。可惜！
53、很不错的书！其实童年没有再见，童年也许还会回来。
54、严肃而有趣的厕所读物（其实很严肃的不知道为何被我放在了厕所里）。我最佩服的是作者的条
理严谨的写作方式，从不过度阐释、引申、抒情等等，读起来每一篇都很有意思，给我之后读的很多
书提供了背景知识。
55、对逝去童年时光的无限怀念
56、翻翻而已，有点意思。
57、可能是定义为通俗性的读物，有很多地方还是有文人的“文字”修饰笔调，显得并不那么真切了
58、对于了解民国的一些是事情很有帮助
59、作者以很细腻的文笔描绘了我这代人不易感受到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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