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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与感怀》

内容概要

《追忆与感怀》是《博览群书》杂志精选集之一，侧重缅怀去世的文化名人，讲述佳话雅事。全书分
为五个部分：回首往昔、故人如歌、煮酒品贤、一同走过和文人雅事。《追忆与感怀》选文旨在追忆
中国学人，感念文人故事。文章思想深刻，感情真挚，在娓娓叙述中再现文人学者高尚情操和真挚情
感，重温前人故事，启发后人深思。
回首往昔
写《围城》的钱锺书杨绛
赵树理之死 戴光中
胡适使美经过尹家民
徐讦晚年二三事袁良骏
此情可待成追忆
——顾颉刚先生在甘肃赵夏
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资中筠
马连良出山秦杰
先父梁漱溟与北大梁培宽
蓝公武不讲日本话蓝英年
故人如歌
忆黄宾虹老友郑逸梅
记唐驶黄伟经
“可怜腰细是吾徒”
——记张荫麟先生散木
义薄云天文惊风雨
——悼念柯灵先生单复
忆光直先生
师恩深如海
——纪念金克木先生逝世一周年郭良
忆端木蕻良邓遂夫
我的父亲刘宝瑞刘娅娅
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
——《李长之文集》代序启功
理解父亲——常芝青常远志
忆路遥陈幼民
煮酒品贤
解读萧乾徐城北
心似洪炉在人间苍耳
“神秘的”无名氏丹晨
“风采宣南”耀千秋
——读新版陈师曾《北京风俗》 陈礼荣
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锬虚眼中的弘一法师韩三洲
叶企孙：炼狱岁月中的哲人襟怀邬波涛
侯宝林先生
——一个极其严肃的人薛宝琨
大学者的大学问
——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10周年王路
关于郑振铎止庵
一同走过
两情初好时蒋碧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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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她的爱人张放
罗振玉王国维与溥仪王庆祥
丰子恺与竹久梦二李兆忠
林语堂与蔡元培王兆胜
梁启超与吴其昌夏晓虹
文人雅事
郁达夫——“出卖文章为买书” 黄萍荪
启功妙语谈崔陟
雅人张中行马嘶
朱自清先生的读书生活徐雁平
陈寅恪的“世家子”隋结王晓清
浪漫主义的读书和现实主义的读书 韩府
茅以升作并书《北洋今胜昔二十韵》 左森
马叙伦与“三白汤” 朱小平
寻找真正的学者(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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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回首往昔写《围城》的钱锺书杨绛赵树理之死  戴光中胡适使美经过尹家民徐讦晚年二三事袁良骏此
情可待成追忆——顾颉刚先生在甘肃赵夏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资中筠马连良出山秦杰先父梁漱溟与
北大梁培宽蓝公武不讲日本话蓝英年故人如歌忆黄宾虹老友郑逸梅记唐驶黄伟经“可怜腰细是吾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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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木先生逝世一周年郭良忆端木蕻良邓遂夫我的父亲刘宝瑞刘娅娅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李长
之文集》代序启功理解父亲——常芝青常远志忆路遥陈幼民煮酒品贤解读萧乾徐城北心似洪炉在人间
苍耳“神秘的”无名氏丹晨“风采宣南”耀千秋 ——读新版陈师曾《北京风俗》  陈礼荣从绚烂之极
归于平淡 ——锬虚眼中的弘一法师韩三洲叶企孙：炼狱岁月中的哲人襟怀邬波涛侯宝林先生 ——一
个极其严肃的人薛宝琨大学者的大学问 ——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10周年王路关于郑振铎止庵一同走
过两情初好时蒋碧微张爱玲和她的爱人张放罗振玉王国维与溥仪王庆祥丰子恺与竹久梦二李兆忠林语
堂与蔡元培王兆胜梁启超与吴其昌夏晓虹文人雅事郁达夫——“出卖文章为买书”  黄萍荪启功妙语
谈崔陟雅人张中行马嘶朱自清先生的读书生活徐雁平陈寅恪的“世家子”隋结王晓清浪漫主义的读书
和现实主义的读书  韩府茅以升作并书《北洋今胜昔二十韵》  左森马叙伦与“三白汤”  朱小平寻找真
正的学者(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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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结识的友朋中，书画名家不少，这或许与我酷爱书画有关，黄宾虹老人即其中之一。我和宾虹可
谓是忘年交，他生于清同治四年元旦(1865年)，我则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我与宾虹结识是
在20年代初，由南社陆丹林介绍认识的，之后我虽也参加了南社，但宾虹是南社中的前辈。1905年，
国学保存会在上海出版《国粹学报》，主持人为邓秋枚、黄晦闻。撰稿者有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
、黄季刚等，黄宾虹也是其中一员，发表《叙村居》、《滨虹论画》、《叙造墨》等作品。邓秋枚、
黄晦闻又创设了藏书楼，征求同人把所藏的书集存一处，以供检阅，也作为友朋居住之所。陈巢南、
苏曼殊等，均一度借寓楼上。黄宾虹自芜湖来沪参加编辑《国粹学报》，亦食宿于楼。此时经常来谈
天的，还有高天梅、柳亚子、胡朴安、马君武、姚石子等。他们一起商量成立在清末民初对于辛亥革
命起着号角作用的文学社团——南社。鸦片战争以后，以推翻封建腐朽的清王朝为目的的民主革命浪
潮，日益高涨。平时执着笔杆的书生、学者，这时也义愤填膺，不甘示弱，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壮志，把笔杆作为武器，南社便是在这形势下产生的。南社之意，即“操南音不忘本”。第一
次集会在苏州虎丘，此时尚在宣统元年，来会的共十九人(其中二人非社员)，实数社员十七人，黄宾
虹是其中之一，而十七人中同盟会员却占了十四人，可见革命气氛浓厚了。后来柳亚子的《南社纪略
》和我的著作《南社丛谈》，都说那次集会是在阊门外雇船带了菜肴去的。可是宾虹的回忆是骑了马
去的。据编《黄宾虹传记》的裘柱常推测，说大概分水陆两路，向虎丘张公祠去的。我对于这些细节
，很感兴趣，认为当时往来七里山塘问的，是驴子不是马，我以前曾策蹇去过多次，有实地证明，且
有苏曼殊吴门诗云：  “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阊门”之句，大概是不会错的了。 宾虹生于浙
江金华城南铁岭头，原籍安徽歙县潭渡村，村在黄山下，因称黄山山中人。初名懋质，一名元吉，后
改名质，字朴存，又作朴人。初号滨虹，署室名为滨虹草堂。后改滨虹为宾虹，亦作冰鸿，笔名用了
不少，有予向、颀庵、芸人、同芝等。父亲黄定华，十四岁时由安徽到金华学做生意，此后就在金华
娶妻方氏，生宾虹兄弟姐妹七人，宾虹自幼喜学，又爱图画，时隔邻有一姓倪的老人能画，宾虹看他
挥洒，又听他的讲解，启发很大。宾虹八岁，被进士黄崇惺所赏识，赠给他著作《劝学赘言》、《夙
山笔记》、《潭渡杂记》等书。宾虹当时对这些作品，尚不了解，但对《杂记》中有关黄氏祖先的许
多事迹却颇注意。崇厘并介绍一位经史学家程健行先生教导宾虹，十三岁时，宾虹回歙县应童子试，
初次见到黄山，欣赏了峰峦烟云、古松森秀，感到故乡之美，冠绝东南，又在旧家观览文物，如查士
标、渐江、石涛、石溪等画，大开了眼界，尤其对于浙江的画，更感兴趣，此后每晨习字作画，订为
常课。又感到诗词金石，都和书画息息相关，也得潜心学习。这时安徽耆宿汪宗沂，参李鸿章幕，又
在歙县紫阳书院讲学，宾虹便从之为师，宾虹经常一个人躲在楼上，画倦了便读书，读倦了就作画，
几至废寝忘食，一卷在手，往往读到三更半夜。他的字是学褚遂良的，认为一波三折，和画法可以相
通。读了《说文解字》、《尔雅》，对大小篆书，也有领会。又因他的祖先明代黄白山曾说“书不可
不尽读，友不可不尽交，天下名山大川不可不尽游”，极大勉励了他。 宾虹出游，先到扬州，认识了
当地寓公何是舫，何极富收藏，得观黄公望、倪云林、黄鹤山樵等名画，及明四家的杰作。又认识了
程尚斋，程也是一位收藏家，除了元、明诸家外，又多石溪、石涛、渐江、邓石如、包世臣等作品，
宾虹大为得益。扬州又多装裱铺，壁间贴满了裱件，如李育、莲溪和尚、吴让之、陈若木等人，宾虹
常去观赏，他极仰慕若木的以书法作画，妙得钗股漏痕笔法，而又于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若
木是当时扬州画坛高手，宾虹很想见其人，后知此人神经失常，难以接近了。当时有位名画家郑雪湖
，和潭渡黄家是有戚谊的，他看了宾虹的画，曾说：  “画实处易，虚处难，这是老师王蓬心教导我
的话，转以为赠。”宾虹为之一再首肯。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1898年)，他的父亲去世，宾虹居家守丧
，在此期间，摩挲金石，旁搜玺印，又收购了飞鸿堂遗印，加上他以往所得，数以千计。于是他参考
历代有关金石文字的著作，因此及彼，涉及其它的学术问题，开拓了他著述生活的端倪。光绪三十年
，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同乡们请宾虹去襄办校务，这是他从事教育的开始，也
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开端。原来该校执教的，大多密谋推翻专制王朝，在湘校时有黄兴、赵声等，在芜
时，有陈独秀、苏曼殊、费公直、刘师培、柏文蔚、陶成章等志士，黄宾虹担任了校长。 辛亥革命，
宾虹全家移沪。不久，《时报》主持人狄平子聘宾虹为有正书局编辑《中国名画集》。有正书局，附
设在《时报》馆旁，也是狄平子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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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个“大师”满天飞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师匮乏的时代。因为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何谓大师，
解释很多。《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兴衰学术兴废者
，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
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按照陈先
生的定义，放眼当下，又有几人担得起这在学问上博通古今、学贯中西、能创新引领一时之风气，且
在人品道德上受人尊敬的大师称号呢一一尽管有一些传媒的热捧!大师不世出。所以，我说，要寻找真
正的学者!何谓学者，解释也很多。《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而“对
某一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擅长某项技术的人”又可称为专家。简明地说，学者专家就是在某一方面
有研究有成就的人。请注意这里的用词一一成就。在世俗的目光里，有些做学问的人是成功了一一名
、利、权都有了。但这还不能就说是成就，成就是要经得起同行和历史的检验的，可谓成功容易成就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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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追忆与感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7



《追忆与感怀》

精彩短评

1、选读
2、值得细看
3、一些人和一些事~~
4、我喜欢杨绛写钱钟书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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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追忆与感怀》的笔记-“可怜腰细是吾徒”----记张荫麟先生

        “使天假之年，总斯所至，则其融史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乎
？”

2、《追忆与感怀》的笔记-胡适使美经过

        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

3、《追忆与感怀》的笔记-忆光直先生

        一些好不实际的托词和借口，时间就在我的这种自欺欺人的愿望夹缝中流走，直到友人通知我光
直先生故去的那一刻。

4、《追忆与感怀》的笔记-忆路遥

        当山上的杏子还是青青的，你就会把它摘下来，放在裤兜里，握得满是汗渍，满山遍野地去寻找
那个女孩子，把那个青杏在裤子上蹭干净了，双手捧给她，看着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着。女孩不说话
，眼神里透着欣喜⋯
这里有温暖他的第一缕阳光，有吹透到他血脉里的山风，还有一个啃着青杏的女孩。而悲剧在于，这
最珍贵的东西，却与高加林们极力摆脱的环境，纠缠在一起，挣脱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永远也找不
回来。
他讲到写巧珍出嫁时，心里异常难受，以至泪水打湿了稿子，几乎不能继续。送走了巧珍，他将笔扔
出窗外，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又去窗外寻回了笔，接着往下写。
从邮局出来，我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走。初冬的北京，天气骤冷，使刚从秋日阳光下过来的人，感觉
很不适应。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哪怕说说天气也好。

5、《追忆与感怀》的笔记-理解父亲----常芝青

        能出口成章的人并非都是有真知灼见的人；世上并没有那种事事明白的人；而仅仅以所谓定义示
人真理，其结果往往使人走向谬误。

6、《追忆与感怀》的笔记-解读萧乾

        其实，世间一切事情都具两面性，出世与入世，热情与冷静，乃至“坚持讲真话”和“不讲假话
”，都不要简单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只应该使两者相辅相成。

7、《追忆与感怀》的笔记-先父梁漱溟与北大

        我们的人生态度（即人生观）大略可分为三种：一是“逐求”的人生态度。即人于现实生活中逐
求不已：；欲望的满足就是最大幸福。能彻底发挥此种思想的为现代西方人。二是“厌离”的人生态
度。以为人生是苦，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态度。发挥此种思想最到家的为佛家。三是“郑重”的人
生态度。以自觉的力量郑重地去生活，而非赖外力的催逼或刺激。发挥这种思想最到家的为儒家。
“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如
我当初见得佛家生活是对的，我即刻不食肉不娶妻，要做那样的生活，八九年来如一日。而今所见不
同，生活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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