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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旧梦》

内容概要

《民国旧梦》以作者个人的“梦”发想，从当下国人的困境和希冀出发，回顾蒋廷黻、胡适、傅斯年
、张学良、盛世才等民国时期政学两界人物的梦想、作为和言论，试图带领读者重温民国旧梦，触摸
国人生存、拼搏的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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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旧梦》

作者简介

智效民，1964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未能正常升学，遂下乡插队。1971年回城后在小学、中学
任教，1986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当代人文学者，著有《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八位大学校长》《长袍与牢骚》等。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被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奖选为“推荐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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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旧梦》

精彩短评

1、历史都是多面性的存在 不能盲信历史教科书
2、本书从寻路之梦、民主之梦、自由之梦、教育之梦四个角度阐述了这段民国”旧“梦，然而这梦
在我看来不旧，依然很新。并且自戊戌变法以来，这梦始终还是个梦！（教育梦那章说的不能再好了
）
3、能把这三十年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五四，西安政变等。一些人物，比如胡适为主线，张学良
，鲁迅，徐志摩等。一些宏观的，比如世界观，政治观，个人价值存在感，中外教育等。还是有一些
启发的，尤其对于教育和个人自由主义的评判的时候，还是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和反思的。这其实更像
那会儿一些名周刊，比如独立评论，周刊，一些个人专集等的精华摘选，再加上对应当时的事件，写
的还是比较客观的，没有太多的个人主义色彩。我喜欢这样的阅读。
4、我不觉得这本书只是简单的史料堆砌，作者本人已经年过七旬，像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老一辈
知识分子一样，说话内敛含蓄，不会直接阐明某些观点，以免给自己招惹麻烦。我觉得这本小书的立
场观点挺明确的，通过他选择谈及的人和事，通过他评论这些人和事的措辞语气，他的观点其实早都
表露无余。
5、民国更像五代时期，是一个过渡性时期。
6、虽然都是老生常谈 但是说得清楚
7、初级读物，简单的梳理了一些政治、社会、思想改革家们的脉络。但并不深刻，只是从某些侧面
反映了这些做法，浅尝辄止。
8、很喜欢。民国这代学子，最是崇敬！
9、以后买书要看好出版社。。
10、写得很真实，每次读时，就像回到当初年代一般
11、比较浅。
12、很多观点蛮新颖的
13、旧梦何时实现？
14、虽然只是感觉比课本生动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对于历史不怎么样的人来说还是有点收获的⋯第三
章差点读不下去，还好第四章开篇徐志摩，于是就这样撑到了最后⋯
15、冬日的阳光总是在
16、旧文摘记 能系统收集整编也很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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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旧梦》

精彩书评

1、我鲜少看政治类历史类的书，总是愚昧地认为，女人嘛，心系社稷有什么用，既然不能改变历史
，倒不如眼不见心不烦。也无法评价这本书到底写的怎么样。只能说，能耐着性子看完这排山倒海而
来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就已经对得起作者了。我这么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编外人员，难得一窥民
国时风，却也惊叹，彼时的民主和开化，绝对可以站在高处嘲笑今日之中国。国家大事，小女子不懂
，也不便多说。既无能为力，唯高高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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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旧梦》

章节试读

1、《民国旧梦》的笔记-第177页

           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主潮，它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所培育出来的......
   
    自由主义的主张虽然很多，但归总一句话，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独立自由的人格，承认个人人格的
尊严及其价值。
    但是就当一 八四八年欧洲的自由主义运动达到了极顶点以后，反动的潮流便相继而起，第一个是俾
斯麦的官僚集权主义，第二个是马克思的阶级集权主义，第三个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一党集权主义
。

      这三种势力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向自由主义进攻，他们一致的主张，是否定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承认
个人自由应当屈服于他种目的之下。从此以后，自由主义者在欧洲因为受不住这三种反动势力的相继
进攻，渐渐地退却逃避到西半球。在欧洲，只剩下英伦三岛和西欧法，比，荷，瑞几个残余堡垒，在
那里挣扎。

       回顾历史是为了认识现实。

       今天大家都在讲民主，但我们以为与其讲绵竹，不如讲自由。因为民主的口号，容易为集权者所
利用，民主其名，反民主其实，不如自由这个口号，比较要鲜明的多。只要你拥护自由，就不应该再
去利用任何口实去限制人的自由权利。

2、《民国旧梦》的笔记-第131页

        文章以以为印度朋友对中国的批评为由，给官僚总结了三大特点

1.没有理想 2手段高明 3土洋结合

所谓没有理想，是说‘他们以为做官就是做官，不一定是做事，更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
幸福’。比如一个成了精的官僚，他又一套本领，至少在处理一件所谓‘公事’的上面，往往能做到
无懈可击，无论你谈手续，谈条例，谈成案，谈报销......他们总能办到‘面面光’，甚至就到民意机
关去提出一个报告，也往往能条理整然。......

他们把安于现状，维持现状当作最大目的，
把恶劣的享受，下流的恭维当做最大愉快，
把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当做最佳手段，
把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当做看家本领。

这些其实不就是中国政府的现状吗？在中国，为什么第一流人才总是斗不过下三滥的政客，这难道就
是中国的宿命？

Page 6



《民国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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