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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物传记类图书,历来是颇受读者欢迎的一个品种，这是因为人们对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的经历和命运
总是倾注着一份特别的关注。在本卷中，我们集中选刊了几位有关人物的文章。其中有对名人的回忆
，也有普通人的自述；有的曾风云一时，至今令人缅怀；有的却寂寂无闻，几近湮没。他们的特殊经
历和坎坷遭际，读来令人唏嘘，发人深思⋯⋯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每个人都会在其中留下踪迹。煌煌“二十四史”，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毕竟记载
了炎黄子孙几千年来的活动轨迹。令人遗憾的是，近二十年、四十年，以至建政以来六十年的历史，
书店中几乎找不到几本像样的史著。难道还得等几十年、几百年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像“修清史
”那样，斥巨资来回顾这段历史吗？翔实的人物传记类作品，实际上是修史的必须。随着岁月的流逝
，不少当事人一个个已驾鹤西去。据说，有关的文字档案资料缺失得也相当严重，还原历史的真实已
是困难重重。
由此，我们建议，在撰写高质量的史著之前，不妨先做些抢救工作，尽可能把一些关键的当事人的回
忆记录下来，留些第一手的资料。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打破禁区，给予国民革命军滇西抗战予以正
面肯定的陈祖樑先生曾说：“最重要的还是把一些真实的东西告诉后人，我们走了，这段历史也就走
了。”是啊，再不抓紧，悔之晚矣！
人物传记类作品贵在真实，而今，此类传记和口述材料，可谓鱼龙混杂。真如晋人傅玄所说：“知人
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读史也是如此。这也许是读者和撰史者应格外提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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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褚钰泉，《悦读MOOK》主编，原《文汇读书周报》主编，著名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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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九二八年，他协助蔡元培创办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一九三六年，他应哈佛老同学竺
可桢的邀请，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做过文理学院、理学院院长，成为竺可桢的得力助手。他
们同在哈佛求学，都参加了“中国科学社”，胡回国与华昭复结婚时，男女傧相就是竺可桢与女友张
侠魂。　　作为开创中国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宗师，胡刚复桃李满天下，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钱
临照、何增禄、吴健雄、程开甲、胡济民等都是他的门生。他还自解私囊资助严济慈出国深造。　　
他的讲课很有特色，有时，他会详细讲述一个基本物理概念或理论产生的历史线索、科学大师的创造
思路。他重视实验课。要求学生自行设计、制作或校检、修理仪器部件，使学生手脑并用，将课堂理
论和实验结合起来，严格禁止学生伪造实验数据，处处训练学生，使他们具备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基本
素养。　　他在浙大的十几年中，每个学期学生选课就是他特别忙的时候，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和理学
院每个学生谈话，查阅他们前几个学期的学习成绩，了解其志趣、特长、优缺点和选修此课的原因，
并对选课和学习方法进行具体指导。浙大各系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必修课不多，学生可自由选修其他课
程。他常常鼓励化学系学生选物理系课程，物理系学生选修数学系的课程，爱好实验的选修化学系、
生物系或工学院的无线电等课，确定最佳的选课方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大成立迁校的“常
务委员会”，由胡刚复分工负责研究、设计路线，勘察落脚地。每次迁校前，他都要独自或陪同竺可
桢实地勘察、探路，向校务会议提出周密方案。浙大七次搬迁，历经五省，每到一地，都继续上课，
创造了一个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中就有他的苦心焦虑在内。每次设计西迁路线。他总是尽量安排
多走水路，并尽量保护仪器图书。　　谈家桢回忆：“有些人对胡刚复先生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
粗，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西迁，从考察迁徙地点到搬迁定居，和对理学院的发
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为‘元帅’，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个好参谋，为
之拾遗补缺。胡先生却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他是一个
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他爱护学生，每当学生遭到迫害，他总是和竺可桢校长一起设法保护或
保释。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际。他得到国民党当局要对助教解俊民下手的消息，几次劝说解离校，并为
其在重庆找好工作。　　一九四九年他拒绝了国民党当局送来的飞台机票，后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
任教。一九六六年病逝之前，他曾专程来杭州.目的是去胡明复墓上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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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话说张东荪　　胡氏三兄弟的科学报国梦　　萧军与王实
昧事件　　学部大院里的“文革”旧事　　新北京寻旧书记　　再说一点《傅斯年全集》的缺陷　　
刘海粟是汉奸吗？　　张爱萍是如何被打倒的　　离开总书记岗位后的胡耀邦　　中国是一个大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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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悦读MOOK 第十四卷 。好书留作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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