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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09：角色之变》

内容概要

《闲话09：角色之变》摘要
他催生了《晶报》、促成了《小日报》、接办了《上海画报》，在上海的诸多小报背后经常可见钱芥
尘的身影。                                 ——蔡登山
上海四马路、望平街一带，一下子涌出大量新兴的报馆、书局，与商铺、茶馆、青楼比肩而立，书报
业呈现出一片勃发景象。                   ——金小明
在上海的日子里，除了推托不掉的宴请以及繁琐的约稿编刊事由以外，李涵秋的大部分时间都蜗居于
旅社，抽着他的旱烟，继续着他的创作。     ——姚一鸣
在诸多应景的表态文章中，项堃的这篇《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我做了人》更为浓烈地表露出一种脱胎换
骨、重新做人的重生感。                     ——丁宁
此时他当然想象不到，十八年后他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渡来港。从香港开始，到香港结束，
马思聪的命运在新中国的十八年中兜兜转转。   ——张彤
院子里原有一片竹林，竹叶常随轻风飞舞。那一年，竹子全部开花而死，随后，方令孺也离开了这个
她热爱着的寂寞世界。                     ——梦之仪
杭州有西湖美景，有享受美食的饭店，拱宸桥的租界里还有消魂的妓院。这些对鲁迅都没有诱惑，他
喜欢一个人独处。                         ——傅国涌
《独立评论》周刊，是同人刊物，同人撰稿，不受稿费，只是用真实的姓名讲负责任的真实话语，编
辑部就设在米粮库胡同四号的胡适家中。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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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09：角色之变》

章节摘录

　　激昂慷慨一少年　　说起陈布雷，就不免提及蒋介石与报人的交往。蒋的幕僚班子里，舞文弄墨
者以江浙文人居多，在报馆里历练过的也为数不少，这位性格唯诺、举止畏缩的幕僚长，以名记者出
道，随侍最高当局二十年有余，看似最为春风得意，但他个人的结局，在同时代报人里却是最为悲惨
的。　　陈布雷本名陈训恩，1890年生于浙江慈溪，从乡谊来说，与蒋介石是‘小同乡”。蒋是十分
看重这层关系的，他手下一班吃过报饭的官僚政客，有一大半都是浙江籍人士，陈布雷能够受到他的
青睐并引为心腹，除了因为文思敏捷、做文章出手快外，所谓同乡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二人，一个
出身无业游民，一个长在茶商家庭，同饮甬江水长大，后来一个去日本军官学校学武，一个在本省新
式学堂习文，走的本来是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一主一仆，亦真
亦幻，成了报人与执政者关系演变中可叹的案例，令人深思回味。　　陈布雷在一个典型的浙商小康
之家长大，到他成人的时代，江浙一带正盛行出洋留学，但父老不允其远游，乃于慈溪县中学堂毕业
后，投考了杭州的浙江高等学校，预科一年后转入文哲法政科就读，这一科同学中，与他最相知的，
有后来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邵飘萍、在南京政府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元冲等人，他们都喜欢
阅读新潮书刊，尤醉心于《新民丛报》、《浙江潮》、《警世钟》等。浙高是一所新潮学校，国文之
外，尤注重外国文及世界历史地理，对政治、经济、宪法等也多有涉及。陈布雷十五岁时即在宁波府
试中考取第一名，作文出色是自不待言的，而他在这里打下的外文功底，却少有人提及。教英文的先
生是曾在欧美留学的邵裴子，不久，学校又聘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Stanly K.Hornbeck授政治学、
外交史等课程，由于陈布雷在中学时就对英文感兴趣，受浙高环境熏陶，到第二年就能够阅读原版文
学名著了。可见，在那一时代，江南的高等学堂对于学生贯通中西文化的训练，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
准。　　1911年夏天，二十二岁的陈布雷从浙高毕业后，正式投身报界。他对报人这一职业发生兴趣
，缘于在上海主持《天铎报》的堂兄陈屺怀。《天铎报》创刊于1910年3月，是同盟会的一个后援机关
，创力、人为浙江铁路总理汤寿潜，出版一年有余，即让渡于粤人陈芷兰，主要编者李怀霜、戴天仇(
季陶)等都是同盟会会员。这时反清排满运动在各地兴起，此报的言论也逐渐倾向激烈，陈布雷在浙高
读书时，从家乡到杭州，途径上海，常在报馆借住，耳濡目染，对报人生活十分向往。他的处女作是
在为“浙路拒款”问题与保皇派人物杨度辩论，致《天铎报》的一篇投书。当时清政府以将铁路收归
国有为名，向外人借款筑路，引起全国护路风潮，陈布雷的投书在报上发表后，受到编辑洪佛矢鼓励
，邀他不断写稿。在此期间，戴天仇因结婚度假，还请他代主笔政月余，每天撰写短论两篇，颇令人
注目。这更使他信心大增，在毕业后就去了上海，被《天铎报》聘为撰述记者，约定每日撰短评二则
，每十日撰社论三篇，月薪四十元。这时他的文章，常常署名“布雷”。关于“布雷”的由来，他还
作过一番解释：　　⋯⋯在《天铎报》撰文字，署名“布雷”，一月后，渐有所知，八指头陀赠诗有
“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句。然“布雷”二字，实太浅陋而不雅，友人中常有询命名之意义者，
其实余以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余此时面颊圆满，同学
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振青所取)，因面包英文为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汪君盖谓余好撰文
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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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09：角色之变》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催生了《晶报》、促成了《小日报》、接办了《上海画报》，在上海的诸多小报背后经常可见
钱芥尘的身影。　　——蔡登　　　　山上海四马路、望平街一带，一下子涌出大量新兴的报馆、书
局，与商铺、茶馆、青楼比肩而立，书报业呈现出一片勃发景象。　　——金小明　　　　在上海的
日子里，除了推托不掉的宴请以及繁琐的约稿编刊事由以外，李涵秋的大部分时间都蜗居于旅社，抽
着他的旱烟，继续着他的创作。　　——姚一鸣　　　　在诸多应景的表态文章中，项垄的这篇《在
共产党的教育下我做了人》更为浓烈地表露出一种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重生感。　　——丁宁　　
　　此时他当然想象不到，十八年后他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渡来港。从香港开始，到香港结
束，马思聪的命运在新中国的十八年中兜兜转转。　　——张彤　　　　院子里原有一片竹林，竹叶
常随轻风飞舞。那一年，竹子全部开花而死，随后，方令孺也离开了这个她热爱着的寂寞世界。　　
——梦之仪　　　　杭州有西湖美景，有享受美食的饭店，拱宸桥的租界里还有销魂的妓院。这些对
鲁迅都没有诱惑，他喜欢一个人独处。　　——傅国涌　　　　《独立评论》周刊，是同人刊物，同
人撰稿，不受稿费，只是用真实的姓名讲负责任的真实话语，编辑部就设在米粮库胡同四号的胡适家
中。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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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09：角色之变》

编辑推荐

　　修复记忆扫描名流世界⋯⋯　　传承《良友》画报精神质地，以新生代慕客书的形态连续出版，
扫描名流世界，管窥历史碎屑，近观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闲话9：角色之变》会使人获得
异乎寻常的人生趣味。　　《闲话》丛书是一本连续出版的、还原名流与知识者人生世界的人物类人
文读物。　　《闲话》丛书期待通过微观的管窥和历史碎屑的拾捡，再现文人、学者、科学家、艺人
和殖民者的命运和襟抱，呈现文化、学术、科学、艺术以及现代化进程与人生的关系。　　《闲话》
丛书仰慕有文史价值的文字、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以及平民化的学问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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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09：角色之变》

精彩短评

1、每一期都很好看
2、感觉好，准备收藏一套。
3、所刊文章都还是很有深度的，值得一看。
4、老爸买的，很好的书
5、本来只是想翻翻关于高中校友陈布雷的文章，发现后面几篇也不错，特别是那篇对十七年电影反
面形象的分析文章觉得切入角度很好啊
6、人文轶事~~
7、民国一些小故事
8、可以看到不一样故事，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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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09：角色之变》

精彩书评

1、页码不多，看来也方便，闲来闲去，偶尔谈下正事，人世国变，无非就那样，偶尔没有朋友聊而
已。豆瓣说评论太短，看来他的闲话比较多。还是说太短，再写一行。还是太短？？续写一行。仍然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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