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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授》

前言

　　民国时期的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
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铁肩担道义”
：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民国名记者邵飘萍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
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
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
现。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
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知识
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显得特别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
的时刻。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
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
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
，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
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
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
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
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
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
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
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
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
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　　“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民国时
期的课，不拘一格、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
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
。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
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
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林先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做认真的准备，反复琢磨，讲课
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
，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
，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
，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先生回到
家里，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　　我们现在
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
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
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
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
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
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大学者
“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
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　　这是能够给
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
，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
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　　当然，这绝不是要
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
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
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
在精神与物资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

Page 2



《民国教授》

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
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
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一曰，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
都四处躲避。刘文典在搀扶陈寅恪跑的途中，看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
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
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
，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
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
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
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
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在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
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
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独立精神：“匹夫
不可夺志”　　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
　　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
，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
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
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
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
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
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
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
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
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
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
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
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
神！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
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
“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
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
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
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
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
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
“心事浩茫连广字”，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
相关。只要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
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
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
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
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太猥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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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录
承担、独立、自由/钱理群
王国维（1877～1927）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梁启超
王观堂二题／陈寅恪
王静安／马叙伦
辜鸿铭（1857～1928）
记辜鸿铭／胡适
辜鸿铭／周作人
回忆辜鸿铭先生／罗家伦
已故的辜鸿铭先生／温源宁
英文门教授辜鸿铭／冯友兰
我所知道的槟城与辜鸿铭有关／凌叔华
刘半农（1891～1934）
忆刘半农君／鲁迅
半农纪念／周作人
刘半农三十年祭／曹聚仁
刘复博士／温源宁
黄侃（1886～1935）
黄季刚／周作人
南京怀旧绝句／吉川幸次郎
关于黄季刚先生／徐复观
附：我的丈夫——国学大师黄季刚／黄菊英
章太炎（1869～1936）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周作人
章太炎先生在上海／曹聚仁
钱玄同（1887～1939）
玄同纪念／周作人
钱玄同与刘半农／周作人
钱玄同令兄／曹聚仁
蔡元培（1868～1940）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蒋梦麟
蔡元培二题／沈尹默
蔡孑民／周作人
蔡元培校长／冯友兰
闻一多（1899～1946）
闻一多先生上课／汪曾祺
一包热情的闻一多／何兆武
闻一多／何炳棣
刘文典（1889～1958）
刘叔雅／周作人
刘叔雅／张中行
关于刘文典的几件事／何兆武
胡适（1891～1962）
胡适之／周作人
关于胡适／沈尹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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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大懂胡适／金岳霖
哲人，胡适博士／温源宁
胡适／何炳棣
周作人（1885～1967）
知堂老人／废名
知堂老人三题／曹聚仁
周作人：铁的优雅／温源宁
忆周作人先生／梁实秋
熊十力（1885～1968）
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徐复观
怀念熊十力先生／梁漱溟
怀念熊十力先生／冯友兰
陈寅恪（1890～1969）
谈陈寅恪先生／俞大维
怀念陈寅恪先生／冯友兰
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何兆武
附：记先父陈寅恪教授抗战前后教书生涯／陈流球
吴宓（1894～1978）
胡子先生——吴宓／曹聚仁
吴宓先生，一位学者与君子／温源宁
吴雨僧先生二三事／汪曾祺
附：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毛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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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梁启超　　案：此篇系梁先生九月二十日在王先生墓前对清华研究院诸
生演说词。吴君其昌及不佞实为之笔记，今录成之。　　十一月十一日，姚名达。　　自杀这个事情
，在道德上很是问题：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这是怯弱的行为；基督教且认做一种罪恶。在中国却不
如此——除了小小的自经沟渎以外，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孔子说：“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
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
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所以王先生的遗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
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
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
。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
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
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
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
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
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止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
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
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
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
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
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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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些民国名牌教授的肖像，不仅展示出中国知识精英个体的独特面貌，也构成一幅生动的历史拼
图，为我们还原了那个文化纷杂奔放的年代。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一本泛黄的笔记，说的是民国教授的佚史趣事，读者品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打开它，我们很
容易发现，在天才云集的晴空里，所有的鸟都在呜叫、飞翔，它们巨大的羽翼给一个动荡的国度带来
了夺目的光辉。让人惊异的是，时至今日，这些光辉还在我们的头顶闪烁着。　　——何三坡（文化
批评家）　　“民国的教授”今天成了国人心中的某种典范、象征，重温他们的生活可以使我们理解
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他们仍能够活得那么坚实，甚至活得那么阳光。这是一本有
趣也有益的书。　　——余世存（《非常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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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一样的感受好
2、很多老人感动了我
3、作为教师，必须看的书。
4、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民国”系列书，他是那些与“传主”同时代的师友所写，是教授写教授的
书，许多资料真实可靠，许多细节很有价值，爱好民国历史的读者，不妨一读！
5、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文人相轻。
6、那个时代的教授是真教授，那个时代的大师是真大师，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是名符其实的大学生。
现在的教授看看这本书，不知作何感想。
7、我评价为一般，主是是因为我手上已经有一部三册的民国大师，还有一部南渡北归和离别。
这本书相对于那两套书，就太显小了。但这本书也与那两套书有着质的区别。这本书是完全撷取了民
国时期著名文人学者的回忆篇章集结而成的。
8、刚开始做教师时，买了很多教教师的书，而民国的教授，是中国一代的传奇，在昆明，在云南，
西南联合大学的传奇是中国的明亮的一颗星。
9、民国时期的大师的生活，大师的品德会照亮我问现在的 路途。
10、人家怎么为人的  现在的教授。。。
11、现在兴起民国热，可能是那时的人们比现在更进步，现在人思想无处寄托，也许还不如民国时那
么幸福，从民国教授的言行能找到最终的答案！
12、有人说，人不是单靠吃米而活着。那还靠什么呢？我以为，这本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依靠。透过
一个个充满真实性情的文字，我仿佛看到民国舞台上那些有血有肉、个性张扬的教授，他们的一言，
半语，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那样真实，真实得能够触摸⋯⋯无不让人心神摇荡，心生憧
憬⋯⋯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浸透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这些，无疑是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13、推荐当代教授阅读。
14、是编的书，不是著作，但对了解下先贤还是可以的
15、书不错，是我想要的。民国大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6、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冲突矛盾最多的一段历史，皇朝的末落，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让人们
无所适从，一边是老祖宗的伦理纲常，一边是骑着西洋炮弹进来的民主科学。有人还在读私塾，有人
去了东洋西洋留学。那个时候有辜鸿铭那样的留着辫子穿着袍子却外语精湛能和八国联军骂街的学究
，也有低吟浅唱“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的徐志摩。
17、本还没到手，但看目录就比较喜欢。
准备有空时（闲暇时）当成学术界故事好好读读品品。
走进大师的日常生活，感受一下学术大师的格局境界。
最后也想试着解答一下“钱学森之问”。
18、昔日的学风，昔日的自由，大师的风骨，无不令人向往。然而这些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的最
终选择依然令我费解，终究是看不透啊~~
19、真正的脊梁。
20、民国教授 真正的知识分子 书是正版
21、有作者照片、生平简介不错，可惜没有文章放表时间。
22、人总被扣留在自己的时代。时势造英才。当代大师阙如的现状肯定不是因为没有出类拔萃又勤于
学术的学人。这是时代的悲剧。尼采在《看哪这人》中写道：作为目的的文化消失了，而作为手段的
现代科学活动野蛮化了。这话放到今日，似乎更为适用。现代科技的高度已经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
而文化失落的程度似乎同样如此。科学技术主要遵从的是一种工具理性，而文化对应的则是价值理性
。一个物质喷涌、文化苟活的时代，无论如何也孕育不了大师。钱学森之问不应该仅被视为对教育体
制的质疑，它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精神现状的拷问。回溯历史也许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体会钱
老的发问。《民国教授》一书平实易读，将民国先生们真实地勾勒出来。辜鸿铭、王国维、闻一多、
胡适⋯⋯大家的血气与秉性以及治学种种，都是值得吾辈采撷学习的。总之，好书，推荐。
23、HR~
24、民国好！民国的教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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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般，主要是当时写的一些回忆录，与名字不相符！
26、了解那些著名教授的另一面，也很有趣。
27、2009年2月10日购
28、收到的时候瞄了一眼,还没仔细看.
29、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人物
30、包括岳南在内的系列民国人物热，好象都多少受了本书的影响哦。
31、在教授沦为叫兽的时候，看看那远隔半个多世纪的一代人，觉得是那样的亲切。喜欢就赶快读一
读。
32、儿子的课外语文老师推荐的，才翻了下，都是大师级人物。
33、遥想民国当年，辫子剪掉了，风骨留存。
34、自从看了这本书，深深的被这些教授的魅力学识所吸引，买了一大堆他们书籍。我本武夫，岂可
永为吴下阿蒙
35、民国教授
36、借名卖书的经典⋯⋯
剪刀加浆糊的典范⋯⋯
就这么看看，还行。
37、民国的大师们最质朴的一面表现在这本书里！有相互揭短之嫌！好在不多！互相吹捧也没必要！
38、借故史以抒志，终不敢言心扉。明眼人绝非妄语。
39、一个有着操守、血性和理想的时代，观照今日，如何不唏嘘。
40、都是编辑的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章的集合。能看到这个名人回忆纪念另一个名人也算不错。但编辑
者应该注明每篇文章的写作或初次发表的年代。
41、令人深思，那样的大风灭烛，披发大叫的文人，不知何时能再见。
42、介绍的都是一些大师，但对一些理科的教师介绍得比较少。
43、简单的介绍+方家的点评可以帮助你全方面的了解这些民国时期的牛人们只是短短的介绍只能告
诉你豹之一斑要想真正了解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还是找专门的传记会好一点
44、见识已离我们远去的、真正的大师的风采！
45、书的内容只看了一点，感觉上还是不错的。
46、那个时空里那样一群美好的人呵！
令人叹息！
47、书不错。看看民国教授的治学风范
48、民国年间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大师，书中介绍的很多教授都是大师级人物，研读他们
的人生经历，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有很大启发意义。
49、该书主要是摘编了一些名家大师记叙民国时期许多大师的文章，使读者更加清晰了解当时这些民
国大师的生活、学术研究等，名家写名家，真实可信，值得一读
50、书中讲述的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家，个个才高八斗，品格出众，似乎今天的教授们很难企及。
51、作者的偏见，在任何文章里都无法避免。在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读了
沈尹默的《关于胡适》，颇为惊讶。后来上网搜索，查阅到一篇《简析沈尹默与胡适的互相讦攻》的
文章，更有些化不开的愁绪。历史的真实面似乎并不容易揭晓，因为在寻找真实过程中所追查的角度
并不是单方面的。
52、此书描述的是大学者，写文章者也是大学者，读此书让人受益匪浅啊。
53、第一次在当当网购买，质量真好！
54、编的还行
55、民国教授是充满个性的！当今社会再也找不出一个像黄侃，刘文典一样的大家了
56、本书选取的都是当年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辜鸿铭的
怪癖、吴宓的浪漫、刘文典的名士风度、黄侃的“狂狷”、章太炎的“疯。反思如今的大学，有多少
这样个性的教授呢？
57、一批真正的读书人、学问人，就是写的单薄了些。
58、现在的叫兽，三妈叫兽！
59、民国教授,此书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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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教授们追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文章自由的理想一定在未来得到实现
61、展现了很多民国时期大师风采，使人感到，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学识，更
是因为他们的品德及对学术的态度
62、挺好的，价值相当，可以一看
63、民国时期的教授，怪癖多，趣事也多，这本书不错，对民国教授有一定的了解，不过需要一定的
文学功底，文字不够白话的。
64、一代杰出人物的历程，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承载者。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教授太少了，缺少了文
化素养，都世俗化，金钱至上了。
65、真的超好看，第一次看民国的书，民国教授们的故事真的让人唏嘘，他们的猖狂，他们的治学严
谨，学以致用，他们的爱国之心，他们命运的颠沛流离，真让人唏嘘。
66、光注意看目录了，没看看内容，结果里面全是东拼西凑的评论。
67、一些小故事，可读性很强
68、很喜欢，让人回味不已，向往那个时代
69、应该是离开家去上学前的最后一本了，《民国教授》，这样的题材，总是叫我喜欢的。把私房钱
当书签的后果，就是有可能会被发现、、、翻书的时候不小心就撕破了一个小小的页脚，好心疼的！
！！

70、读读还可以
71、教授们的八卦
72、做以了解
73、一个个星光璀璨的名字都成了过去，同样过去的还有一整个时代。名士风流，忧国忧民，学识渊
博⋯⋯只能仰望了。大师的时代俨然已成往事
74、民国教授写民国教授，那些亲历的往事，亲历的感情，自然比后来人的描写传神多了。本书篇篇
精彩。有幸遇到这本书的人不要错过。
75、本来没打算买，偶尔点击网页看到是特价书，一直对民国时期的教授十分敬仰，缘分吧，就出手
了，感觉很值，内容很好，就是书的手感不太好
76、还以为是一些故事性的文章，没想到是别人发表的纪念文章。不过还好
77、这本书真是不错，老人喜欢看。
78、　再回首，民国教授的陈年往事原来竟如此鲜活精彩！
79、民国时期的历史书上相对比较少，可是居然能一下子找到这么多民国时期胡书很不容易。真的挺
好看得。如果喜欢民国时期历史胡话。
80、挺好的，书质量也可以，内容很风趣幽默，总的很吸引人。是我近代史老师介绍给我的，我看了
很喜欢，自己对民国历史很感兴趣，那一带都是认真做学问的牛人。所以买了本收藏
81、民国人评民国人，值得一读
82、了解民国时候教授的状况，对比现在的情况，不说了
83、是老师推荐的，里面内容值得品味。
84、一个有着操守、血性和理想的时代，观照今日，如何不唏嘘。
 
85、一直很欣赏民国时期的大教授们，
虽然他们有的言行怪异、特立独行，
但都有着能够承担道义的铁肩侠骨，
本书通过不同的相关文章，
尽量还原出教授当年的风貌，
虽然总是难以尽善尽美，
总还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86、觉得还行~~就跟品三国一样
87、内容、印刷质量都不错！
88、民国教授，最近几年一直受到关注，主要是基于大家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关心，我们的体制没有办
法为教授们提供民国时那样的学术环境，如果民国教授生活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还容得下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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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们，可以更好地思考现在。
89、一直对民国的历史情有独钟，民国虽是战乱之秋但是诸多大师却从哪个时代向我们走来，他们的
才华，真性情，让人读过后久久难忘，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何时才能拥有如此大师般的教授！？
90、封面挺唬人的
91、比起其他版本的关于民国时期的人物事迹，这本选编的很一般，纸质也一般，建议买其他的书。
92、内容有限！建议作者再到图书馆翻翻资料！不值得收藏！建议二星
93、鲁迅所说的&amp;#34;中国脊梁&amp;#34;,读一下民国教授之书,就明白了.超级值得.
94、领略民国教授的风采，大师就是不一样
95、民国教授笔下的民国教授，都是一些回忆文章，参考看看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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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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