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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惊人死不休》

内容概要

《语不惊人死不休:清末民初以来的雷人语录》内容简介：近现代知识分子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三千年未遇之强敌”，面临着无穷的政治焦灼、文化焦灼、价值焦灼，往往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受制于
一个特定的视界去思考各种问题，这个视界就是：中国的命运。自然面然，个体言说与话语的张力也
成为了一个观照历史的独特视角，话语也就成了读史与阅世最为直接简单的途径。
邵盈午、邵振奇编写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清末民初以来的雷人语录)》所收录的这些话语，大多数散
存在人物的日记、笔记、年谱、书信及其他传记资料中，史书往往不予著录。透过这些话语，我们不
仅看到历史上确实不乏“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
语)，还会发现一种具有“深层结构内容”的东西。如果说，一种话语是智慧的而且对历史构成了一种
独到的阐释，那么在收录于《语不惊人死不休(清末民初以来的雷人语录)》的某些话语背后，显然透
发着话语之外的玄机，潜藏着一部未及展开的历史，说不定就隐含着历史的某种走势与取向——这正
是话语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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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惊人死不休》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名语
第二：智语
第三：赞语
第四：狂语
第五：愤语
第六：慨语
第七：断语
第八：辩语
第九：警语
第十：誓语
第十一：异语
第十二?质语
第十三：仁语
第十四：妙语
第十五：谶语
第十六：挽语
第十七：凄语
第十八：谦语
第十九：豪语
第二十：讥语
第二十一：诲语
第二十二：趣语
第二十三：省语
第二十四：忆语
第二十五：詈语
第二十六：谐语
第二十七：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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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惊人死不休》

章节摘录

　　第一：名语　　李鸿章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强敌”。　
　1842至1843年间，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制造轮
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并明确提出攻克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
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彼时，国中无人附和
，是书思想可谓隐而不彰：倒是传人日本后，发用盛大。无怪乎日本学者为此大发感慨：“呜呼！忠
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

Page 4



《语不惊人死不休》

编辑推荐

　　邵盈午、邵振奇编写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清末民初以来的雷人语录》将清末民初以来知识分子
的话语，按照其性质略加划分，为名语、智语、赞语、狂语、愤语、慨语、断语、辩语、警语、誓语
、异语、质语、仁语、妙语、谶语、挽语、凄语、谦语、豪语、讥语、诲语、趣语、省语、忆语、詈
语、谐语、雅语，凡27类，这种“依循”并非简单的“仿制”，而是通过这种分类，更充分地显示出
近现代众声繁会、气象万千的话语景观。 　　收入本书的话语大多指涉了信仰、自由、反抗和牺牲，
皆为被时下的知识分子所日益轻忽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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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惊人死不休》

精彩短评

1、语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书记录的那些流芳百世或是遗臭万年人物的言说，确实也让
人获得不少间接的人生经验。
2、有经典，有缺憾。
3、那些经典的话
4、很期待古代版的
5、头脑一热就买下了，谈不上有趣，权当给我妈买的吧，我现在就喜欢收集语录
6、我当年都借的些什么书啊
7、语言往往遗留时代的痕迹，从这些人得语言中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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