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那些范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国那些范儿》

13位ISBN编号：9787511311191

10位ISBN编号：7511311199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社：中国华侨

作者：欧阳悟道

页数：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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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那些范儿》

前言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了我们还出不
了一个大师？”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直指中国教育的瓶颈和软肋。然而，经过一番热烈的讨
论，求解终成无解，大师依然隐匿。    逝去的时代总让人感怀，即便是民国这样_的乱世也是如此。对
于今人来说，民国是个特殊的时代，有人曾这样形容它。“不旧不新又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
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叉外。不东不西又又东又西。”那是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年代，也因此出
现了很多大师。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无不
令人高山仰止。重读大师，他们高风亮节的行止也无不于此间一一复活，细微的文字将这些“大家”
，们所处的那个真实的时代背景予以还原，展现出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和探索精神．其间矍然触目的
，是一个个“达则兼济天下”的倔强的挺拔的背影。    那些背影背负的，是真正的大家，是令人仰止
的大师。身历那样波诡云谲的历史时期，他们用自己的智识和才情，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伟岸人格，发
出了超凡绝俗的时代巨响。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的改变，因为他们的贡献而加快了进程。他们外表朴
素而内心高贵。心怀天下而汲汲于行。他们那么平凡地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却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全
民族的命运，他们钻研于学问之里，却笑谈于人际之外。他们的思想离凡常生活很远，却关乎家国命
运。作为文明的标竿．他们让文化立体化，让精神自由化，他们身上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理想抱负，
而书卷气息却难以掩饰，也不需要掩饰；否则，他们，就不是他们了。当然，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中国
后留给中国读书人“格物致知，，的理念．也无时无刻不荡涤着他们的心房。凝望那些背影，我们可
以真切地感受到，站起来不仅是身体，还有永远屹立的精神。    这里展示的，并不是一个个全面的人
，不是一部部传记，而是一些人的侧面或者点滴。要将他们的一生全面展现给读者，既没有必要．也
没有可能。我们撷取的只是他们生命中一些鲜活的片断，一些令人动容的瞬间，也是一些最令人难以
忘记的部分，带给我们阅读与感慨的同时，更留无限思考。在平和的描述中，穿插其间的大量历史资
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成为我们关于他们最独特的记忆，他们的形象也因此而变得更加清晰——我们
慨然于胡适被蒋介石参加总统选举．却莞尔于他在国外大捞博士帽；我们快意于章太炎气煞袁世凯，
而叹服于他第一个在报纸上征婚；我们会心于黄侃屡屡与胡适过不去．更笑谈于他“下雨不来”，“
降雪不来”，“刮风不来”⋯⋯    重读他们，令人心生热望；仰望大师，我们除了精神上得到砥砺．
思想上也会变得更加坚强。让我们走近大师，走近那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来一次心
灵和精神的愉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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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

内容概要

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富有感染力的笔墨，呈现民国背景之下，种种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和细节。《民国
那些范儿》对民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内
容进行了深度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同时，《民国那些范
儿》独辟蹊径，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将真实的历史现场还原，让读者自我抉择
，时人风骨，惟君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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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

作者简介

欧阳悟道，原名常桦，历史爱好者，曾在多家媒体任编辑、记者。出版有《历史的盛宴》、《历史的
江湖》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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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

书籍目录

胡适：言动出于常轨，大儒堪忍重负  给后进“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  被骗参
加总统候选  “胡说”与“著作监”  现代版“三从四德”之首倡者章太炎：民国祢衡，“疯子”傲世  
“流血从我起”   “我是有神经病”  “袁贼烧死矣”  “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  史上第一个登报
征婚的人 黄侃：末代醇儒，才与天高  “好酒好菜，放马过来”  胡适“往哪里去”  “今天天气黄不
到”  名师与高徒的转换  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  “恃才泡妞”钱玄同：性格教授，疑古宗师  纸上
“双簧戏”  《狂人日记》催生始末  “钱二疯子”  从不判卷的教授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中
学肄业的北大教授  发奋读成“国家博士”  “教我如何不想她”  “我写的都是骂人的，你敢登吗”  
“我不希望她缠足吃苦头”赵元任：专精他业的语言大家  就喜欢琢磨  语言就是个“好玩儿”  “中国
的舒伯特”  “言有易，言无难”  新人物的新式婚姻吴宓：严谨治学，耿介做人  备课是个“苦力”  
上课颇有欧美之风  “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无情无理无法无天”王国维：钻研学问无穷
尽  人生如钟表之摆  做学问的境界   “文化神州丧一身”  先后得贤妻陈寅恪：“教授的教授”  一颗真
正的“读书种子”  “教授的教授”  “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天作之合，情深意笃，钱穆：
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  “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一生为故国招魂”  “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
 “枯桐欣有凤来仪”刘师培：激烈的少年大师，  激烈派第一人  少年国学大师  一个人的“革命”  “
惧内泰斗” 刘文典：亦癫亦狂亦君子  “蒋介石一介武夫耳”  “只吃鲜桃一口”  狂傲有如辜鸿铭梁
启超：革命先驱，国家脊“梁”  “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从共和派转向立宪派  “吾爱孔子，
吾尤爱真理”  一纸电报点燃“五四运动”  相知相惜不相娶，蔡元培：一代宗师开教育先河  “北京大
学的蔡元培时代”  “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你的事，我一直记着”  “离职风波”  三次婚姻苦与乐
梅贻琦：大学真谛在大师  “没人愿意倒霉(梅)”  “你看怎样办好”  “把12用2除一下”  “青年人要
能忍耐，回去教书”蒋梦麟：开辟现代大学之路  北大“功狗”  “郭子仪第二”  “家是我痛苦的深渊
”梁漱溟：永远剔透的良知  “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  不是“学问之人”，而是“问题中
人”  回归道德乌托邦王国  仓促结婚细致恋爱冯友兰：有时直上孤峰顶  演绎不着实际的形式的逻辑  
“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  “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潘
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  “增益民族品性中刚劲的成分”  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  “我的方法也
有问题”张元济：为中华文明“续写”  “此是良田好耕植”  在商言商的政治哲学  送中文打字机参加
世博  当了一回没油水的“肉票”李济：甲骨文的发现者  从清华到哈佛  80年前第一锄  文物在哪里，
人就在哪里叶企孙：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事关抗日”，极力支持  与“三钱”  大师的“专职”提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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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

章节摘录

版权页：《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国语》、《周礼》、《
礼记》、《论语》等有关君民、君臣关系论述，旁征博引，述及己见，论“民约”思想，证明在中国
可以实行“民约”思想。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对于清末年宣传民主思想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师培毫不讳言称自己是“激烈派第一人”，他曾热情地讴歌主张社会革命的卢梭：“他说的话都是
激烈不过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动起来的。”他认为这种激烈的态度是每一个新型的知识分
子必备的条件。他指出，一个真正的维新者，除了具有新学知识外，还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讲国
学，一是讲民族，一是主激烈。”在言论上他是主激烈的，行动上他也不示弱。1904年的11月，蔡元
培、陶成章在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组建了光复会。该会以暗杀和暴动作为主要抗清手段
。光复会一成立，刘师培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积极的一员。没多久，他就和另一个会员万福华去刺杀
王之春。王之春生于1942年，曾任浙江、广东的按察使。1898年他在四川布政使任上疯狂镇压余栋臣
起义，被升了官，当上了山西、安徽巡抚。1902年任广西巡抚时，主张以出让广西矿产权利为条件，
“借法款、法兵”镇压广西人民起义。他的这一做法成了国内拒法运动的导火索。清政府第二年就把
他解了职。刘师培找这样一个人下手，是为了解心头之恨，并给那些卖国的官员们敲一下警钟。这次
刺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刘师培第一次感受到了干革命并不是件容易事。后来徐锡麟安庆起义的失败
再一次证明了暗杀和暴动这种冒险的激进行为，是不足以撼动一个政权的基石的。紧接着，新的打击
又来了。他主笔的《警钟日报》由于反满言辞过于激烈，1905年3月25日清政府突然下令查封，并追究
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刘师培在通缉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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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

编辑推荐

《民国那些范儿》：大师已经远去，但是他们成了国人心中的典范和象征。他们迥然不同的精神、气
节、风度、胸襟、学识、言行、情趣、面貌、习性和礼仪等，处处带有“民国范儿”。他们的个性或
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他们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
趣”的人。再回首，他们的陈年往事原来竟如此鲜活精彩！全景呈现民国时期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
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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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

精彩短评

1、两星有点过分...
2、对民国的各种大师进行了一生的介绍。对于刘文典这个人的形象映像最深。孤傲中带点老顽童的
感觉。刘对陈寅恪推崇至极。
3、大师远去，回首竟是如此的鲜活精彩。
4、民国范儿是很好的题目啊，可惜内文与题目并不能相扣，作者也确实写得很有趣，但还是没能提
纲挈领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民国范儿，感觉更像人物散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肯定比不过陈巨来的
《安持人物琐忆》。总之，如果没有太高期待的话，看看还是很有收获的。
5、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人生 这本书对几个民国名人事迹介绍得很清楚 可以用来做素材积累~推荐~
6、作者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钱玄同、刘半农构陷林纾，为何不提多年之后这些新文化干将的悔过之言
？林纾对于白话文的贡献岂是汝等可以抹黑的，居然说林纾是封建顽固势力、旧文人，不知道林纾的
生平？建议百度一下《闽中新乐府》，甚至连林纾的学术主张都没搞清楚就来胡诌。
7、hen hao ,hen xihuan
8、对现代的不满造成对过去的崇拜。可是这本书⋯⋯看看就过去吧。反正只图一乐。
9、在众多的民国回忆的书籍和文章中，此书不太显眼，但是也可尝试一读。
10、随便看看
11、民国真是一个黄金时代，本书不过是八卦一下当时风流人物的生平轶事，却也让人颇有感慨。都
说民国之后再无大家，回看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虽各有微瑕，却也都是坦荡磊落之性情中人。况且
罔顾时局动荡，能够担起文化教育等变革之重任，推动中华文化发展传承，这份功绩岂能不让人尊敬
呢？
12、找了很久的一本书，终于找到了，就是有一点小贵
13、民国，谜面为“不旧不新又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不东不西又
又东又西”，堪称混乱却又令人激情的时代。我对民国情有独钟，究其因也许是极敬佩那个时代的大
家们，捺不住想成为那类大师一员的心吧。这个问题真得的值得思考，为何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
？我也曾思虑过，可能那个动荡的时代背景更能激发人的潜能，或那个时代的人比较朴实，不像大数
据时代的现代人经受太多诱惑。大师问题，到底是教育问题。有时我在想为什么我所在的大学里没充
盈一种自由氛围，人人敢讲，人人敢做，只要不越过法律范围即可也。那肥皂箱上的民主，感受不多
，背后有其自相矛盾性。
就此书而言，看评论言有他处的抄袭，而文中确较多照其他资料搬的，辨不清那些为作者见解，也看
到有不同的语调出现。但本着浅了解民国大师的心，涉猎下也无妨。
14、最初在手机阅读上草草看了。。。，觉得还算比较生动。，便买了，，觉得有些后悔。。。作为
电子读物可以看看。。。
不过还是对书中的各位人物，有了比较初步的了解。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打算买他们的书来
学习学习。
15、大师已然远去，影响依旧存在
16、哦，历史是多么神奇的存在
17、民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既是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师璀璨的时代
18、还行吧。
19、看看民国那些范儿，再看看现在这些范儿，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大师，中国是真
的理西方很远很远，那不是你拍一下脑袋，然后就能够像建高楼和买仪器一样出了大师。
20、那些远去的背影，依然熠熠生辉！
21、这本书和有本叫细说民国大文人的，谁在抄谁？还是说一个作者换了个马甲？
22、民国时代的学者有着我们这个时代学者所没有的特质，书中的胡适、钱穆、吴宓、陈寅恪、钱玄
同、章太炎等等学界泰斗，有温文尔雅，博学通达，也有恃才傲物，性格到无法理喻，现在看来可谓
情商低到极致，根本无法愉快的做朋友。但也正是在那个看似无比黑暗的年代中，诞生了这些让我们
无比羡念的大师，与其说是在怀念他们，还不如说我们在怀念那时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
23、书已差不多看完了，内容丰富，质量不错。
24、写的太生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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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

25、有所考订，解解闷吧。
26、汇集了民国时期的知识学术界的一批大家，简要介绍一些生平事迹，仅此而已
27、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28、书是新的但有画的油笔道
29、民国风情 一尽无遗
30、真令人惊讶，搜索里面每个人的名字在百度。内容跳出来竟然和书里一模一样，也不知究竟是谁
抄了谁去。
31、了解一下民国大师们的轶事、婚姻等。
32、我是冲那名字去得的  同学普遍觉得太无聊看不下去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坚持看完之后 有一种被骗
的赶脚  尼玛就一堆百度文库挑几个故事尽量往好的讲 毫无吸引力可言 
33、不错的一本书
34、排版一般，内容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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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

精彩书评

1、收录了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的一些侧面和点滴，叹服于那个“无比黑暗”年代能孕育出如此
多“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大师，很多学生受到言传身教才成为了下一位大师。看看当今的大学
，教授们大多没范儿不说，学生们也很少与老师接触，何谈能感受到大师的学术和人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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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

章节试读

1、《民国那些范儿》的笔记-第134页

        钱穆读书每本书都自始至终一字不漏认真读完。这种态度让我敬佩。想想自己读书走马观花、囫
囵吞枣，不求甚解，这种浮躁的心境让我汗然。

2、《民国那些范儿》的笔记-第51页

        黄侃主张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想起自己在各种网站小站写的一些零零散散的浅薄小文，不
禁赧然。后来一想，我已与黄侃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已经多日不拿笔，自己的想法只能发布在一些
网站，如果不记，那以后真没有东西可见证自己某时的想法。只是至少以后再写什么，态度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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