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海平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江海平生》

13位ISBN编号：9787218103227

出版时间：2015-8-12

作者：唐翼明

页数：38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江海平生》

内容概要

《江海平生》为“世界华文大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
“世界华文大家经典”丛书汇集了全世界华文学术、文学、艺术大家的经典著作，既有大家的作品精
选集，也有新完成的专著。以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展现当今华文世界的历史、文学、艺术的全新气象
。所选的作者都是文化界第一流的人物，在各个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具有广泛的读者群。
《江海平生》是著名学者唐翼明的回忆性散文集。是一本散文集，而不是普通的回忆录，以唐翼明东
西南北的鸿爪燕泥，按时间先后分为四章，记录了他生于湖南，长于武汉，留学美国，执教台湾的传
奇人生经历。作者把自己几十年生命经历中跟时代与命运密切相关而又具有鲜明个性的故事，用优美
的文笔做了文学的呈现，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可读性。
唐翼明在《江海平生》在自序中叹道：“我自己也躬逢家国多事之秋，平生乖舛艰难，有志无成，颠
沛流离，转徙多地，生于湖南，长于武汉，留学美国，执教台湾，虽不敢窃攀夫子，但很能懂得‘东
西南北之人’那一份辛酸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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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平生》

作者简介

唐翼明  1942年生，湖南衡阳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1990年赴台侍亲，先后任教
于文化大学、政治大学。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著有《魏晋清谈》《
魏晋文学与玄学》《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大陆当代小说散论》《大陆现代小说小史》《中华的
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散文集《宁作我》《时代与命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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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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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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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平生》

精彩短评

1、带着思想的的回忆录，在回忆中收集、整理自己的人生故事，原来这一生走过来后，很多事情不
是那么难熬，尤其是对于唐翼明来说。
2、看看这些人的身世经历，很是感叹。唐先生的书法非常漂亮，可见插图。
3、《曾国藩》作者唐浩明之兄，文革后中国第一个古代文学研究生，夏志清高足，魏晋清谈研究先
驱，也是一个非常敬佩的老乡(真正意义上的，籍贯都一样)。偶然在省图听了他的讲座，成为人生中
最喜欢的讲座之一。书里的很多文章之前在他的博客上都已经读过了，他克服人生困难的很多经历都
给过我很大鼓励。
4、作家唐浩明的兄长，其父是蒋介石机要秘书，1949年父母去台湾三兄妹留给湖南大伯抚养从此天各
一方，作者笔力雄健透达，以人生四地书写平身有大历史观有人性幽暗有境界眼光。湖南的少年，由
少爷沦为弃儿的困顿，妹妹疟疾身亡前夜自己的恶言铭记一生，贪婪的大伯一家的私利嘴脸悟到人性
的恶，之后武汉求学美国发展台湾侍亲次第展开，以单片短文连缀起浩荡人生。昨日之我是别一个，
第二人称写就，获得清晰和旁观反思的视野。纸垫鞋底树皮疗骨乡长连母路贩引路等童年记忆；伯父
的耳光告别乡村，高中校医治病物理老师和识才校长，男生8小时踩住背和女生的耳光；首位硕士八
教授答辩；三月拿绿卡进哥大九年博士后；恩师夏志清佩服周汝昌接触冯友兰追忆程千帆唐德刚等，
给江青作传的维特克也是夏济安误读表情的那个学生；台湾看人情看槟榔西施父母所记并不多
5、拜唐先生大名买的这本价格略高的书，其失望可与价格相提并论。明明是写自传，里面却是你、
你、你地站在观者的角度去写，既罗嗦又徒增阅读困难。本想看到更多的，关于在武大与美、台学习
与讲学的经历与感悟，篇幅却又少得可怜。总之，比较失望。
6、写到妹妹和妈妈都感人至深  让我窥探了一个疯狂年代里存留下来的人
7、虽然大家对于对他去美国之后的事情更加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之前的事情、年代不应该被遗忘。
对于有人质疑里面的口吻“你”很混乱，我觉得其一此书不是自传，其二质疑者大概比较少和自己对
话吧。人生有很多滩涂，愿你我都能奋力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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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平生》

精彩书评

1、唐翼明、唐浩明的成长过程远离父母，历经坎坷，但为什么这对兄弟最后都能成材？2015年8月，
南国书香节，我请唐翼明、唐浩明、易中天来广州聚首畅谈，为夏志清《感时忧国》和唐翼明《江海
平生》二本首发。唐翼明和唐浩明是同胞兄弟，在文化界是一对奇人：唐翼明是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
学的关门弟子，博士论文《魏晋清谈》由余英时先生作序，现为华中师大国学院院长。唐浩明是小说
《曾国藩》的作者，现为湖南省作协主席。事实上，这对兄弟成长过程是离开亲生父母的，而且唐浩
明是送给邓姓人家养大的，养父母并不识字。为什么经历了这么艰难的成长岁月，这对兄弟最后都能
成材？这是我在今年夏天时常在思考的问题。尤其在9月开学以后，联想到当今教育界的“大哉问”
，我不由得重寻这对兄弟的学思历程。唐翼明和唐浩明的成长经历，可谓是“忽值山河改”之后一个
时代的缩影。1949年的春天，蒋介石下了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身边的班子也就不能再公开
存在了，大家都在谋出路，颇有一点树倒猢狲散的凄凉。唐翼明的父亲唐振楚当时是老蒋的机要秘书
，非常赏识他的上司陈布雷刚自杀，这越发加重了他内心的悲痛与惶遽。唐振楚夫妇定了决心到台湾
去。当时唐振楚的三个孩子还小，这时偏偏两顶空轿子回湖南乡下金溪庙，唐振楚就把长子翼明、女
儿漱明、幼子浩明送去老家，寄养在唐振楚的哥哥唐宣祖家里。1951年，乡下搞土改，唐翼明的伯父
被捉去关起来。在一个熟人介绍之下，弟弟唐浩明送出去做了别家的养子，剩下唐翼明和妹妹唐漱明
相依为命。妹妹病倒了，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拉肚子，或说痢疾，如果是现在，几块钱的消炎片、
止痢片就可以治好的。但妹妹的痢疾越来越重，终于一天要拉到三十几次。有一天唐翼明砍柴回来，
妹妹已经死了。按常理讲，以唐翼明和唐浩明的条件，一般会“泯然众人”。可是，这对兄弟的成长
故事，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小主人公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终成“侠之大者”。我
问唐翼明先生：“很奇怪，您跟您弟弟唐浩明先生，跟父母隔断那么多年，后来为什么都成为有成就
的学者和作家？”唐翼明说：“我是相信遗传的。遗传并不迷信，遗传是科学的，就是DNA。我弟弟
大概三岁多就送给别人，在另外一个家庭长大，养父是理发匠，一个字都不认得，养母是家庭妇女，
也是一个字都不认得，就他一个小孩，所以他不可能在家里接受任何教育。我受点影响的就是我伯父
冬天叫我们背书，别的也没有。我觉得我们后来都对文史有兴趣，都还有点成绩，还是跟遗传有关，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DNA。”唐翼明特别讲到中国耕读的传统：“我父母两家都是书香家庭。我父亲的
爷爷是清末的秀才，同时家里还在种田，这种家庭就是中国农村传统的耕读之家，就像曾国藩那种家
庭。曾国藩家离我们家很近，大概就几十里路。曾国藩小时候上的私塾，就是我们唐家办的。以前中
国的农村，尤其是湖南，文风很盛，都注重私塾教育，注重读古文，背古文，所以湖南出来搞文的人
很多。如果是一个读了一点书的家庭，总是会把习惯维持下来。我的伯父是地道的农民，田种得很好
，很勤劳，但是知道子弟都要读书，怎么样都要认字，读书，要保持对文化的敬畏。凡是耕读之家都
有这种认识。所以，一到农闲的时候，都会让子女读书，背书，督促相当严。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有严
格的家教和家规。”唐翼明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士绅阶层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很大的作用，就像钢筋
水泥墙里面的钢筋一样。“我在乡下待了几年，看得很清楚。比方说，乡下农民发生争执，或者妇姑
勃溪，都不是首先找政府，而是找士绅之家年高德劭、学问好的人来仲裁。一般大家都服气，只有了
不得的事再往上报。所以，这种阶层在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社会当中，是一种凝聚的力量，像钢筋一样
。其中的优秀人物，往往就步上仕途，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士绅阶层其实最早就发源于魏晋南北朝，
在中国社会当中一直有这样的士绅传统。这个传统中产生很多优秀的人才，像曾国藩就是出身于普通
的耕读之家，通过科举考试到中央做官，他就以儒家的那一套学术来管理自己，管理他组织的军队。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稳定的力量。”教育是“百年树人”之大计。“耕读之家”“士绅阶层”的传
统经历了千百年的浴火重生，也许能为今天教育界的“大哉问”提供一点具有启发性的答案。（作者
为广州出版人）李怀宇原载《南方周末》
2、孔子曾感叹：“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唐翼明则在《江海平生》在自序中叹道：“我自己
也躬逢家国多事之秋，平生乖舛艰难，有志无成，颠沛流离，转徙多地，生于湖南，长于武汉，留学
美国，执教台湾，虽不敢窃攀夫子，但很能懂得‘东西南北之人’那一份辛酸与自豪。”《江海平生
》以唐翼明东西南北的鸿爪燕泥，按时间先后分为四章，湖南、武汉、美国、台湾各一。　　《江海
平生》是唐翼明的回忆性散文集，记录了他的人生经历。作者把自己几十年生命经历中跟时代与命运
密切相关而又具有鲜明个性的故事，用优美的文笔作了文学的呈现。唐翼明经历特别，改革开放后
于197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并提前半年于1981年3月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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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平生》

个获得硕士学位的人。随后赴美留学，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国际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获得
硕士、博士学位。1990年赴台侍亲，先后在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大学任教18年，是第一个在台湾开讲
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大陆当代文学的教授。　　在武汉大学，唐翼明和黄焯老师十分投契。黄焯
字耀先，是黄季刚先生的侄儿，大家都尊称他为耀老。唐翼明记耀老一事：“他说在北大的时候，有
一次刘师培先生向季刚先生借一本书，季刚先生就顺便请他来家吃饭。刘师培到得早，先翻书，吃完
饭就告辞，却没拿书。季刚先生对他说：‘你书忘记拿了。’刘师培说：‘不必了，我已经看过了，
记得了。’季刚先生吃惊地说：‘你这就记得了？’刘师培说：‘你不相信吗？我背给你听。’果然
就从头至尾一句句背起来。”　　唐翼明在《追忆程千帆先生》中说：“曾卓是我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千帆先生则是曾卓的老友。不久，就在曾卓的介绍下，我开始同千帆先生通信，向他请教一些学术
上的问题。”程千帆先生大弟子莫砺锋教授于1995年赴台访问，唐翼明请他带一封信和著作《魏晋清
谈》给千帆先生。很快就接到千帆先生的回信：“未通问有年，侧闻久返台北执教，而苦不知尊址。
砺锋南游，带来新著，捧读欢喜。惟苦目患白内障，不能席卷鲸吞，但当细细咀嚼耳。”数月后，千
帆先生又专作一信论《魏晋清谈》：“清谈是一热门话题，近代及当世学人颇多染指。尊著晚出，评
量诸家之得失，独出一己之心裁，大处落墨，小处亦见工夫。我常感到，最理想的著述应当是文献学
与文艺学的高度结合，互相渗透，融为一体，亦即考据、义理均详且精，再加以文辞优美，即清儒所
标举之高境。读尊作，每有此乐。英时先生是我佩服的海外学人之一，书序也写得好。”单看此二信
，可知程千帆提携后辈不遗余力，而写信颇有钱锺书之风。　　唐翼明1982年9月进入美国纽约哥伦比
亚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化系，到1991年5月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前后九年。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夏志清先
生一直是他的指导教授。唐翼明说：“夏老师在公众场合喜欢说笑，尤其喜欢跟女孩子们开玩笑，这
几乎是所有认识夏老师的人的共同印象。他那带着浓重的苏州口音的国语，杂着高分贝的英语，时时
爆出一串大笑，飞过Party，飞过饭桌，飞过人群，诙谐百出，洋溢着智慧，洋溢着生命力。然而奇怪
地，我每每在他喧哗而夸张的笑语中，感觉到一种隐藏在背后的深深的寂寞。”　　有一次，唐翼明
陪夏老师去送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其时正来哥大演讲的刘若愚先生回去。火车尚未到，他们在车站里
的咖啡吧小饮，刘先生在微醺中大发牢骚，抱怨美国那些教中国文学的同行们的浅薄与不通：中国人
的英文不通，美国人的中文不通。在刘先生的愤世嫉俗中，唐翼明也感到他深深的寂寞与悲哀。刘先
生不久就去世了，夏老师特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东夏悼西刘》。“最能体会和同情刘先生的寂寞
与悲哀的，舍夏老师外，怕没有第二人吧。”唐翼明写道：“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心境的基调其实是
寂寞。一种远离主流、远离中心、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文化‘边缘人’（Marginal.men）的寂寞。
这种寂寞是促使我后来决定离开美国到台湾任教的重要原因之一。夏老师有没有这种‘边缘人’的感
觉，我没有问过他，但我记得有一次同余英时先生谈起这种感觉，余先生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边
缘人。’那么，夏老师大概也不能免吧。”　　1987年4月4日晚上，唐翼明忽然接到夏志清老师的电
话，说周汝昌先生7日要来哥伦比亚大学讲红楼梦，问他届时能不能去纽约领事馆接一接。唐翼明记
下了对周汝昌的印象：“从前读周先生论诗、论文、论书法的文字，议论恣肆，不怕标新，总以为周
先生是一个才气纵横、善谈喜谑，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人。这回一见，却恂恂如经师，心里不觉奇怪
。及听他讲红楼梦。越讲越带劲，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这才恍然释然，心里对自己说：‘不
错，正是这样子。我恰巧也访问过周汝昌，读到这一段，深有同感。　　唐翼明写唐德刚先生，更与
我访问唐德刚先生的印象相映成趣。唐翼明说：“每次跟华裔学者们吃饭，只要他在场，总会把我介
绍给大家。他的介绍词开头总是：‘这位是唐翼明，台湾的高干子弟。’我曾经仔细读过他的《胡适
口述自传》跟《胡适杂忆》，深知他的幽默无所不在，无论什么事情到了他的笔下总是变得诙谐有趣
。古人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唐先生的文章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他是嬉笑为主，怒骂倒不多。
他的文章读起来非常过瘾，但也常常为一些敦厚的君子所不喜。胡适是他的老师，他却把胡适比喻成
‘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我的父母谈起来就颇不以为然。唐、夏笔战的时候，我的左耳听唐先生批
夏，右耳听夏先生批唐，一个是父执，一个是老师，我只好点头唯唯，只进不出。”　　而唐翼明在
《维特克女士》一文中又记一事：“夏志清先生有一个胞兄叫夏济安（1916—1965），在大陆也许没
有几个人知道夏济安是谁，但在台湾可是鼎鼎大名的学者，当年的名声还在夏志清先生之上。夏济安
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是台湾现代文学的祖师，他创办了台湾第一个现代文学杂志，白先勇
、陈若曦、於梨华、欧阳子、刘绍铭、李欧梵、叶维廉都是他的学生。夏济安先生本来是台湾大学的
教授，后来到了美国，1960年代在加州伯克莱大学教书。夏先生是一个有点内向、颇为害羞的才子，
眼界又高，所以到了快五十岁了还是单身一个。现在身边围着一群金发碧眼的女弟子，难免春心撩动

Page 8



《江海平生》

，其中有一个女生长得特别动人，特别大方，对夏先生很崇拜，又很亲近，夏先生爱上了这个女孩子
，以为这个女孩子也爱他。夏先生到底是个中国人，又非情场老手，竟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大方热情其
实并非Love。有一天这个女孩来到夏先生的办公室，两个人谈得情意绵绵，夏先生突然春心大发，当
场向这个女孩求爱，他以为必会得到这个女孩的青睐，不料回答他的却是一声坚定而干脆的‘NO’
，夏先生自尊心大受打击，羞愧交并，立刻脑出血发作，几天后便‘英年早逝’。这个女孩的名字叫
做Roxane.Witke。这件事我闻之于唐德刚先生，至今不敢向夏志清老师求证，怕引起他伤心——他们
兄弟的感情是很好的。”　　2008年从台湾政治大学退休以后，唐翼明回到武汉，“终于不必再为稻
粱谋，为他人忙，而可以从容读点自己想读的书，写点自己想写的文。”近年，唐翼明常常写些回忆
性的文字，他很赞成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的一段话：“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
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
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唐翼明也写能追忆之人事，也是为了存吾生命之真
，同时存此时代之真。他写道：“钱穆先生我没有见过，但在素书楼缅怀想象过，他的书我读过。陈
水扁我见过，听过他演讲，也见过他楼起楼塌。除了钱穆、陈水扁，我跟胡适、陈寅恪、郭沫若、钱
锺书、余英时、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经国、李登辉，都曾经生活在同一时空，有的
见过，有的没见过。记得中共大秀才胡乔木有诗云：‘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旨哉斯
言，台上的演员如彼者固然风光擅场而悲喜各异，台下的观众如我者亦何妨低回咏叹而深浅自得乎？
”这一番感慨，或可视为《江海平生》的主旨之一。　　                                                                               李怀宇
原载《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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