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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

前言

那些离散的背影为什么重返历史的愿望往往在最该前行的时候显得越来越强烈？谁又能贸然走进历史
，在滚滚尘埃里发现自己血脉的底蕴？和伟人对话或者精神对接的时候，人们大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往往，夜半闲读或者三五友朋围炉夜话时，免不了就会牵扯到历史的某个细节，比如刘伶的酒壶和
牛车、嵇康的铁匠炉和正始玄学或者辜鸿铭的辫子及对裹脚味的迷恋，诸如此类。还是往往，在扯到
历史细节的时候，都免不了慨叹历史这个大筛子，粗枝大叶得实在厉害，那些生动鲜活的东西多半被
弃之不顾，留下了框架不像框架、骨骼不像骨骼的那个粗疏的脉络，任不肖之徒任意填充私货，于是
历史就成了肌理模糊、筋骨扭曲的怪胎，而历史人物的面目则因识者之描摹妆扮，彼时此时之间竟面
目全非。特别是近现代人物，历经历史巨筛的反复振荡、翻检，留下来的只是一系列臧否微词，鲜有
本相原貌，像胡适先生这样的人，忽而为唯心主义代表，恨不得使之遗臭万年，转而又是立宪大纛，
乘风御奔于天幕，更有李济先生这样的绝世奇才，如一颗巨大的历史遗珠，竟在尘埃里被埋没半个世
纪，直至21世纪才被发现重提！难道历史仅仅是根据当代的需要而不断变脸的戏子？难道真如胡适先
生所言的是一个小姑娘？当黄仁宇将如椽巨笔深入历史细节的时候，《万历十五年》之生命复活、《
黄河青山》之血泪耕织，让我们回到历史成为了可能。但黄先生毕竟是史家，他的小叙述构架的是大
历史，事、时、人的三维组合，围绕着一个最基本的向性维度，那就是如河流般的历史演进态势，一
般性描述无法抵达的那个历史内在逻辑，因而在他感性的叙述里，我们能够发现理性的力量。 如果作
为一个远未抵达史家深度的普通人，我们的怀旧或者回到历史，应该是另外的情形，摆在我们面前的
这本书，大约就是情形中之一种。我们一直在寻找历史故事或者故人，寻找故事的目的在于为大历史
填充我们自己看来有趣的骨血。而寻找故人，除了在森林里寻找某棵长相怪异的树木所处的位置外，
我们还想看看那根须的模样，以及他们那怪异的枝丫在历史天空中呈现何种姿态，风过雨过，他们又
怎样为我们留下挣扎的投影。于是这本书开始在他们行状与言论中将故人融入故事之中，并不刻意地
坚持某种史学态度，也不见得仅仅是为了事无巨细。在我看来，编者朱女士的集萃也好，淘沙也罢，
其结构之技巧虽显得笨拙，相同的编排方式略感呆板，但最大的启示在于一种知人论世的严谨态度，
本不是史家就不必以史家之涂抹能事示人。就这一点看，让人物自己演出自己的人生，自己说出自己
的话，并不是所有史家都能做到的，因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一个并不规则的故人方阵，没有打扮
，也没有雷同。当然，这本书的内涵远远不是历史态度，而是“所谓先生”的提法。在这个提法里，
我们似乎能够看见作者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的仰慕。汪修荣在《民国教授往事》一书的“后
记”中说：“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这个只是群体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
下，创造了许多人间传奇，至今仍高山仰止，令人兴叹。”我认为这也道出了朱女士一半的心情，她
另一半的心情或许较为复杂，但有一点比较清晰，那就是为那些离散的背影做一个简单挽留。虽然这
个挽留是比较无力的，但是，我依然相信，她的写作行进在有着未来的轨道上！重庆师范大学教授、
文学评论家、《红岩》杂志编委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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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

内容概要

《所谓先生》内容简介：有时候一种称谓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语言学的变迁，更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
的尴尬，60年来，我们孜孜以求，毁词不倦——“小姐”率先沦陷；“同志”躺着中枪。“教授”危
如累卵；“先生”所幸未亡。
先生者，古之曰“师”，传道授业解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先生的存废，关系到民族的兴
衰存亡。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薪火相传、风格赓续，有赖先生。先生站着，整个民族就站着。先生
跪着，整个民族就跪着。
然而如今，真正能配得上“先生”这一称呼的人屈指可数。社会在进步，物质在累聚，“先生”却付
之阙如。好在我们还有回忆可以温暖，还有“民国先生”聊以慰藉。今天，我们为什么怀恋民国先生
？在那个厉兵秣马、云波诡谲的时代,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先生，才一直让我们念念在兹、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所谓先生》以民国为纬，以先生为经，选取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马相伯、梅贻琦、晏阳初、
陈寅恪、钱穆等26位民国先生，力图通过他们的言语行状，描摹出一袭民国先生的剪影，从他们身上
，可以看到为学问者的专注与执著，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从而给当下的中国教育以积极的镜鉴作用
：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
重铸诸夏，熠熠皇皇。
涵泳今古，盗火西方。
薪火赓续，先生永光。
噫吁呼伟哉我中华先生！民国千古！先生万岁！！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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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

作者简介

朱平，原籍云南昆明，现居贵州省贵阳市。自幼受母亲影响，酷爱历史。先后在《大公报》贵州记者
站、《光明日报》贵州站、《中国经济时报》贵州站等媒体担当记者编辑工作，2008年10月，与人合
作，创办《西部开发报·新闻视点·资源与环境》专栏至今。著有《民国范儿》等书。

Page 4



《所谓先生》

书籍目录

PART1 启蒙者
梁启超：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03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1
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21
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41
司徒雷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民主终会开花结果/49
晏阳初：除文盲，做新民/55
PART2 翻译东西
严复：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67
张元济：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75
林纾：意境者，文之母也/81
辜鸿铭：“你们的英语太简单，正着读显不出本事”/89
PART3 现代学术之建立
王国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101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09
钱玄同：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119
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125
金岳霖：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133
李济：考古须：有问题、有方法、有耐性、精准、无成见/151
PART4 在孤独中坚守
黄侃：学问不可趋时或挟势利以行/163
刘文典：一字之微，征及万卷/171
钱穆：文化与自然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181
PART5 医身体还是医灵魂？
刘半农：学问即爱好，爱好即学问/197
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207
梁实秋：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217
丰子恺：艺术以人格为先，技术为次/223
PART6 政治践行者
马相伯：“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231
章太炎：张扬国粹，反对束缚/241
于右任：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年名/253
民国先生群像/261
主要参考文献/276

Page 5



《所谓先生》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胡适小小年纪就被叫作“先生”，于是他“不得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
了”。有一天，小胡适在家门口和一帮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
吗？”胡适听了羞愧得面红耳赤，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胡适小时候爱读朱子的《小学》
，因为那里面记载有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
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
里，也颇有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些帮我做事的人。” 胡适对于
他的童年，除了读书和写字之外，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总是心有余痛。在他的《伊丽鹗论教
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一文中，他举自己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教育之宗旨在发展人身所固有之材性”
“教育之方法首在鼓舞儿童之兴趣”。他说自己童年时，曾想加入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
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不
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另一件事是说，他小时候常常用竹纸
蒙在小说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他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
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胡适的父亲去世前留给胡适母亲的遗嘱中说“
糜儿天资颇聪明，应令他读书”，留给胡适本人的遗嘱也是教他努力上进。当胡适长到十二岁时，有
一天，母亲问胡适的二哥和三哥：“糜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
”胡适的三哥冷笑道：“啐！念书。”二哥则始终没有说什么。胡适的母亲忍气不敢得罪他们，因为
一家的财权掌握在胡适二哥手里。 胡适初次离家去上海求学时，还是个“拖着条直到脚后跟长的辫子
，虚弱、怕羞、孤单、早熟”的小学生，他带着慈母的爱，及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走上远路，去接受那在家乡不能梦想的“新教育”。 1906年夏，胡适考入中国公学时年仅14岁。在
中国公学第一期中，他的年纪最小，个子矮，多数同学都比他大，使他得了一个日本人的绰号“子供
”，即小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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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

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一位先生都是个性分明、风骨卓然的，不管是早早去世的、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的。每个人都
足以辉映后世。他们有跨越中西的学养、端庄的人格，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是活生生的
，有个性、有癖好、有担当，在兵荒马乱或是浮华喧嚣中，保有民族文化的定力。他们的普通生活记
下来都栩栩如生、熠熠生辉。这不是装出来的，或被人做出来的，他们入世又出世，浑然天成。　　
——纪录片《先生》导演邓康延　　　　这些人在民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在阅读界的影响，当时
真的是全社会的影响，几乎改变了整个中国当时的文化。　　——著名画家陈丹青　　　　大学教授
是先生，小学老师更是先生。　　——著名作家傅国涌　　　　民国时期的先生们都是具有那个时代
特有的精气神的人物，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这些先生们都有着自己的悲喜与无奈，以及对自己所处
的时代的独特感受．这本书里辑录的先生们的事迹和言论，作者不做任何评判，不美化，亦不存偏见
，力图通过种种的细节，还原出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　　——历史作家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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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

编辑推荐

《所谓先生》编辑推荐：民国先生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巨大变局，不仅仅是社会的、政治
的，更是文化思想和价值信仰方面的重重危机。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都是带有救国于危亡之中的使
命感的人群，他们有的远赴重洋，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有的埋首整理国故，致力于传统文化
的延续；有的着重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自觉担负起教育和启蒙的责任。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先
生们都是在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公共关怀。《左传》里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虽久不废者，此之谓不朽。”民国先生们所提倡的不依附于强权，只凭自己的良知来面
对现实，视教化大众与平治天下为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价值观，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种永恒的
价值，他们留给后人的伟大的自由精神，是不朽的。一本书，见证民国教育变迁，烛照当下教育危机
。先生传道、授业、解惑、垂范世人。薪火传承，有赖先生。社会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新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鼎力推荐。先生站着，整个民族就站着！先生跪着，整个民族就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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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

名人推荐

每一位先生都是个性分明、风骨卓然的，不管是早早去世的、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的。每个人都足以
辉映后世。他们有跨越中西的学养、端庄的人格，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是活生生的，有
个性、有癖好、有担当，在兵荒马乱或是浮华喧嚣中，保有民族文化的定力。他们的普通生活记下来
都栩栩如生、熠熠生辉。这不是装出来的，或被人做出来的，他们入世又出世，浑然天成。——纪录
片《先生》导演 邓康延这些人在民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在阅读界的影响，当时真的是全社会的影
响，几乎改变了整个中国当时的文化。——著名画家 陈丹青大学教授是先生，小学老师更是先生。—
—著名作家 傅国涌民国时期的先生们都是具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精气神的人物，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
这些先生们都有着自己的悲喜与无奈，以及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独特感受．这本书里辑录的先生们的
事迹和言论，作者不做任何评判，不美化，亦不存偏见，力图通过种种的细节，还原出一个个鲜活的
历史人物。——历史作家 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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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

精彩短评

1、內容版式像世說新語，祇是把每位先生的集中在一起羅列。我特別喜歡這種裝禎
2、这本书是一个目录，带你进入先生的世界。
3、一段段式的类似微博的人物小传的介绍性无时间先后顺序的流水账
4、虽然普及了我对民国先生的基础知识，只是缺乏点鲜活的东西，平铺直叙得太多。
5、豆腐块状的文体，东拼西凑的感觉，语言有些地方比较幼稚，高中生作文一般。但作者查阅资料
不少，是比较有诚意的。
6、其实是些轶事，读读倒是无妨
7、3.5 很多段子读读挺好。没什么独家的，一些散乱段子堆砌。
8、片段的简单拼凑实在读不下去 一星给装帧字体纸张 
9、平民的角度从新的解读了民国的先生，先生也有恶习，喜欢嬉笑怒骂，把酒言欢，为生计奔波，
所幸先生除了活字典的身份俨然内在的信念的坚持也是我们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的精神要旨吧...........
10、写得太差劲啦。封面给两星。
11、往返呈贡校车上都会看一集档案，选择的基本是关于民国的故事。
感谢这段经历，喜欢民国，民国的先生，民国的历史。
12、还蛮有趣的，扒一扒那些年的老故事。
13、非常称职的高考作文素材库，真的！虽然偶尔会背串几个事例什么的，但是暂且认为批卷的人也
都没认真了解过怎么样？..
14、这种东拼西凑的方法也太懒惰了点⋯
15、完全就是拼凑出来骗钱的书。
16、这种体例大概在《百年中国大师恩怨录》、《风雅颂：百年来百位老学人珍闻录》里见过。
17、这本真心不好，编出来骗钱的，一些各处搜罗的杂乱的小轶事＋语录，还是没什么鉴别力地杂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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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

精彩书评

1、亘古的神话中后羿射日，为何，不厌其烦的太阳九子当空，人民水深火热，总要有救市得人跳出
来，所谓先生的这本书，的特殊时代，很让人有恍惚的九日当空之感，那个时代冲突变化，各种势力
的角逐，权利的流散更迭更是让这个时代的人有着切肤之痛，所幸精神未亡，先生的鲜明性格跃然纸
上，虽然无武夫之力，但却在精神的反省中，民族的精神的文化传递中铮铮铁骨，让人敬佩，无论是
治学抑或对于时代的批判自我觉醒的反省，振臂高呼的精神传递，都让我们看到了，国之光辉，灿烂
的文化传承的力量，真正的找到哲学平衡的最佳时间......
2、打开书，我是先对着那张梁启超的大照片赞叹了两分钟。至于其他的，像是介绍生平的流水账，
装帧倒是不错，还有那些语录还有点阅读价值不过作为一个高三党，权当积累作文论据了。蔡元培简
直是像司马迁梵高曼德拉一样的万能论据。对不起先生们我太不严肃了⋯⋯因为要真的了解这些人物
的思想，读这个书是远不够的。还不如去读读那些文化散文一类的作品，当然对于有时间的人读真的
传记是最好的。
3、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4、胡适、蔡元培、梅贻琦、马相伯、张伯苓、晏阳初⋯⋯透过先生的言行轶事，展现他们对学问、
教育的孜孜以求。在颠沛流离的乱世，学贯中西、汇通古今的他们，用信念告诉我们信仰的力量。正
如邓康延所言“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正面民族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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