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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了纪念》

内容概要

《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
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迂的见证者。
知识分子——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始终是《读书》关注的焦点之一。本书精选了十年中所发表
的部分有关文章，意图展现一个世纪中知识分子的存在与社会演变的关系，既为了纪念逝者，也为了
留住对历史的记忆。
本书精选了十年中《读书》所发表的部分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具体收录了：《寂寞身后事(记梁启
超)》、《蔡元培与北大》、《孤桐老影(记章士钊)》、《激情的归途(记闻一多)》、《江河万里(记黄
万里)》、《后摇篮曲(记钱伟长)》、《翁文灏的六十年 》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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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了纪念》

作者简介

《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
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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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了纪念》

书籍目录

序寂寞身后事(记梁启超)神州袖手人甲子祭(记陈三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记辜鸿铭蔡元培
与北大精神不死，是谓不朽(记蒋梦麟)无奈的结局(记张伯苓)金陵别后(记陈独秀)一位值得纪念的长
者(记郑超麟)孤桐老影(记章士钊)翁文灏的六十年 陈光甫：一位被遗忘的外交家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
记成舍我)悲情的思想者(记周扬)深酌浅饮“三家村”(记邓拓、吴晗、廖沫沙)初识陈伯达高贵的精神(
记张培刚、浦山、陈翰笙)回忆《逸经》与《逸文》(记简又文)长长的背影(记朱自清)激情的归途(记闻
一多)陈寅恪遗札后记孤怀卓荦殉道真(记吴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记冯友兰)金岳霖的孤独
与无奈中西哲学的交会：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之一)中西哲学的交会：漫亿西南联大哲学系的
教授(之二)磁器店中的猛牛(记蒋廷黻)昨日院士萧公权江河万里(记黄万里)一代学人，风范长存(记陈
岱孙)后摇篮曲(记钱伟长)推己及人(记潘光旦)青春作伴好还乡(记王同惠)追思吴兴华先生“《读书》
时代”的精灵(记金克木)明暗之间(记章石承)良史的命_运(记翦伯赞)史家本色是书生(记周一良)不仅
是为了纪念(记邓广铭)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考古学的中国梦(记苏秉琦)遗落的章节(记陈梦家)一座没
有爆发的火山(记张光直)遗留的思考(记邹谠)寂寂逝去的语言巨擘(记黄振华)常书鸿先生夫是之谓人
师(记夏德仪)岑寂之中见性情(记施蛰存)黄河依旧绕青山(记黄仁宇)没有名的恩师身后的寂寞(记茅盾)
我心目中的丁玲另一种纪念(记沈从文)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独怜风雪夜归人”(记吴祖光)听风
楼记(记冯亦代)汪曾祺的文革十年想起汝龙先生“清醒的少数”(记王小波)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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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了纪念》

精彩短评

1、看了三分之二了。今天上一个考研的讲座，老师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考研的
。我果断举手，全场就我一个人举手。老师说，你要是一个男生我就一巴掌拍死你了。因为中华已经
崛起了。。。。。我这个丢脸啊。很想回到他们的那个年代，一切为学术，为知识，为祖国的年代。
2、卓越送书速度好快，只用一天时间就送到了，还免运费，书的质量也很好。
3、历史留下形形色色的背影
4、我爱中国
5、大多数文章相当经典！可以当作某个人的盖棺定论。
6、人名扫盲
7、当代文人学者眼中的过去的文人学者。许纪霖在写闻一多的那篇文章中写道：“人民”提供了一
种政治价值的尺度和反抗的合法性，它使得所有以“人民”为名义作出的行动，天然地具有了正义的
立场。但它的涵义究竟指什么，却多少是暧昧不清的。
8、纪念一个新左派《读书》的消逝。
9、很多精品文章，如关于常书鸿、闻一多、王同惠等，
10、2012·新年自贈。
11、知识分子与政治相比，永远是弱势的。
12、刚收到书，书没有用塑料膜包住的，外皮有点折痕，有点印记，外皮是可以拿下的，很薄。内容
都是讲人的，本来以为不只是人物，看来我下次买书还是要了解的更多一些。书很厚，不知道我什么
时候能看完？排版不错，纸张也好。书到得很快，就3天。
13、好！
14、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令人唏嘘慨叹
15、文化人说文化人
16、这本集子真正地体现了《读书》杂志所倡导的知识分子思想表达的阵地的承诺。虽然都是以人物
为主线的纪念文章，但是却都是以思想为内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知识分子的生命经历，让我们看
到了历史，看到了现在，也看到了未来。强烈推荐里面的《悲情的周扬》。
17、谁能救世界？
18、是一本名人小传，是一场文化苦旅，是一部学术简史，是一段值得回忆的老故事
19、很喜欢，虽然是图书馆借来看的T T
20、风蚀的历史，不变的容颜
21、嗯 补常识
22、经典，其人其事，了解历史真象。
23、这是物有所值的一套书
24、写了那时的名人受迫害的事。令人发指。
25、装帧很好。2008-09-22.
26、此書讓我深深思考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
27、看看人名当成扫盲也是可以的
28、静安� 江宁路街道图书馆� 西苏州路71号�周一～周五 14:00-20:00；周六～周日 9:00-20:00
29、三联经典纪念文集汇总，记忆中的大师们！！
30、最终还是放弃了。对于他们的故事很感兴趣，但却没有时间。
31、好书，不忍萃读
32、非常想读！马克一下以备后用
33、不仅为了纪念啊！
34、大致扫了几篇，文人风雅
35、评价一本书是不是好书，可以有好多标准，但是本书是好书。
36、好书一本，值得慢慢品味。尤其读到费孝通王同惠那篇，让人潸然泪下。
37、中国知识分子众生相。
38、在《读书》十年精选系列的六本书当中，这一本是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整本书写尽了一个
世纪以来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成长史。无论是五四期间的振臂一呼，抗战中的彷徨，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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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了纪念》

或反右和文革时的挣扎与异化，读来都让人唏嘘不已。强力推荐。
39、没认真看完  不过现在还留着封皮 呢。。。
40、文化人谈文化人
41、《读书》精选。高中看过的。对写王小波那一篇印象深刻。
42、《读书》杂志的专辑，很值得一看。
43、总的来说还是不错，2014年希望自己多读点书，当当不错的选择。
44、大学读物
45、看见了几个作者名字以为是知识分子研究，可多数是弟子怀念其师，有缅怀而无研究，有史而无
论，有价值但温吞水。
46、2010-04-09;还不错，回忆那些逝去的知识分子。太厚了，只是浏览了一遍。
47、转
48、写法及水平参差不齐。
49、唉，阅毕此书，如同仰望群星。现在这个夜空当是多么寂寥与黯淡啊！
50、长
51、最近在豆瓣疯狂的翻书 然后就看到了这本...稍读了一小段便被打动了我对于在那个黑暗年代遭受
残酷身心折磨甚至丧失性命的文人学者始终抱有敬仰之情何况这些对中国文学文化做出过极大贡献的
大家...他们为中国古代文学收尾总结 也用生命对中国古代文士精神做出了最完美的诠释自他们以后 中
国的文学和文人都要重新定义虽然书送来的时候侧边有磨损 但并不妨碍读过之后心生敬重每篇一位知
识分子 追忆式的文字或许会有些感情色彩在 但敬重的味道是读的出来的强烈推荐
52、印象深的几篇 汪曾祺在文革十年 讲辜鸿铭那篇~王小波那篇~
53、论文资料用。《读书》体的回忆文章本身很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其实也很好懂⋯⋯
54、很厚,名人传记评论汇编
55、<读书>杂志的精选，也可以说是人物评述，追忆起了民国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这是暑假在校图
书馆借的最后一次书。匆匆翻过。
56、三联负责出好书，读书更是。此书集数年之精粹，知人论世，好！
57、上一代学者面面观。可惜太多的为尊者讳和为长者讳降低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58、也只剩下纪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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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了纪念》

精彩书评

1、我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向来推崇。验证这句话最早的代表先驱恐怕要追溯至
赫西俄德-荷马时代的普罗米修斯吧。从博雅讲座的刘小枫讲述中，对于人神分离秩序所不满的普罗米
修斯盗取了火种，殊不料自取其辱，并连累整一代人类迈入黑铁时代。在中国，从新文化运动至今，
从梁启超、陈独秀、辜鸿铭再到王小波、丁玲，他们又何尝不是新时代中国在文化思想各领域的先驱
呢？每一位大师背后都存在着种种的无奈、悔恨甚至不为外人所道的痛苦与对人事的感慨。除了他们
的回忆录或自传，这本由旁人所观、他人所思而娓娓道来的一篇又一篇的忆文更像是一种追思文章，
当中的不少数更开宗明义地表明自身是一篇悼文，用以缅怀逝去大师、一颗颗璀璨明星的陨落。这何
尝又不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悲哀？——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解放，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大多经受私塾新
学的交会之际，才学横贯中西。他们是身在书斋、心系国家的文人经士，想在旧式封建礼教与法制分
崩离析之际，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中寻求自己的位置，并在政治革命中有所一番作为，得以指点江山。
其中陈独秀、梁康即为代表。我们似乎只在历史中找到他们在革命的位置，却很少闻见他们在学术方
面的造诣。这是那一时代的特征，个人在社会浪潮中沉浮，连个人生命都无法保证，更何况是脆弱若
纸薄之学术生命？！而到了新中国，早期在欧美留洋，喝过洋墨水，心系祖国的一批大师回到满目疮
痍的家园，打算重整新中国学术的旗鼓，但是无奈他们仍无法逃离个人与体制的桎梏。吴宓、季羡林
的惨痛遭遇多少有所耳闻，但是他们只是其他受创遭难知识分子的冰山一角。更别提其中首当其冲的
清华、北大的一批学人。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大多都错过自己学术的黄金时代。比起在国外的安逸，他
们原本可以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学术，但是义无反顾的回国，原本一片丹心却惨被糅捏，成为“牛鬼
蛇神”，甚至为此失去生命。至此，我们还能说这是时代的悲哀吗？或许，个人的渺小才是无法言喻
的悲哀，但是他们身怀的才学就此成为了绝唱！到了国家整顿，改革开放以来，体制算是基本恢复元
气后，我们却迎来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或许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个人自由得到的认同度在不断的
提升，但是这也是最可悲的一个时代，因为这注定了我们的土壤将难以培养出一拨才贯中西的杂家、
博学家。我们在物质上似乎迎来了两千多年来的黄金时代，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却继新文化运动
后不断分崩离析，迎来一个巨大的断层。这可是要数代人来修补并不断发展才得以回复的。属于我们
这一辈的大师在哪里？为求知、真理而献身的“普罗米修斯”先驱何时才诞生？我们不禁抚心自问。
2、基本上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读书》精选，讲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往事，零星也有专论学术
的，都可谓心路历程。他们形形色色的背影，在历史演进之中，留下了或长或短的投射，影响着我们
在世之人及后来者。这里仅摘出几处留下深刻印象的话语，略作交代，权当读书笔记了。顺便提及的
是，对书中讲到的民国几位“学者从政派”的从政经历觉得颇有感触，如翁文灏、蒋廷黻两位。还有
几位政治学家对于中国政治的治学观点我比较认同，如萧公权、邹谠两位。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
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资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李辉《深酌浅饮“三家村”》，引自邓拓《中国救荒史》1961年3月重印版绪言，超前时代的醒世论断
。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潘维《高贵的精神》，张
培刚2004年3月口述一联，对当年从哈佛回国中断几十年学术生涯无怨无悔。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发动的
，以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来说，只有紧跟的心情，哪有怀疑的余地，在北京高校这样正统的地方尤
其是如此。那个时代的人，即使有想不通之处，也多认为是自己未能理解主席的高瞻、中央的远瞩，
或主流枝节不同，而尽量使自己努力理解而已。更何况这样世事少知、书生气十足的老教授呢。——
陈来《史家本色是书生》，作者为周一良、冯友兰等因进“梁效”当顾问在文革后被人屡加责疑而辩
护。事过境迁之后，人们对他们有一种不近情理近乎苛刻的道德要求，那根本就是圣人的标准。⋯⋯
再者，我总觉得，过去的那一切，不应该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责任，该忏悔的首先不是知识分子，应该
诅咒的，是那种逼良为娼的政治环境。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明明是政治家的问题，却要把账算
到知识分子头上，政治家总是对的，知识分子总是错的。从来就没有独立地位的中国知识分子，实在
说来，国家的兴亡与他们有多大干系？——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作者为“好汉不吃眼前亏”
的邓广铭在文革中按“要求”修改《王安石》做的注脚。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
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院
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
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
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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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了纪念》

来回爬。——高尔泰《常书鸿先生》，作者描写常书鸿文革时在敦煌莫高窟监督劳动时的情景，我亦
动容。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王
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引自丁玲在文革后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的讲话。这大约说的是丁玲年轻时
践行“共产共妻”的事儿。好一个本色作家！“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用不了几
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北岛《听风楼记》，一个记者采访冯亦代时的结束语。末了，
老人突然怆然泪下，不停地抽泣。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
上的云。——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引自汪曾祺鸣放小字报《惶惑》，1958年他被补划为右
派的罪证。
3、目录序寂寞身后事(记梁启超)神州袖手人甲子祭(记陈三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记辜鸿铭
蔡元培与北大精神不死，是谓不朽(记蒋梦麟)无奈的结局(记张伯苓)金陵别后(记陈独秀)一位值得纪念
的长者(记郑超麟)孤桐老影(记章士钊)翁文灏的六十年 陈光甫：一位被遗忘的外交家新闻记者和行政
院长(记成舍我)悲情的思想者(记周扬)深酌浅饮“三家村”(记邓拓、吴晗、廖沫沙)初识陈伯达高贵的
精神(记张培刚、浦山、陈翰笙)回忆《逸经》与《逸文》(记简又文)长长的背影(记朱自清)激情的归
途(记闻一多)陈寅恪遗札后记孤怀卓荦殉道真(记吴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记冯友兰)金岳霖
的孤独与无奈中西哲学的交会：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之一)中西哲学的交会：漫亿西南联大哲
学系的教授(之二)磁器店中的猛牛(记蒋廷黻)昨日院士萧公权江河万里(记黄万里)一代学人，风范长
存(记陈岱孙)后摇篮曲(记钱伟长)推己及人(记潘光旦)青春作伴好还乡(记王同惠)追思吴兴华先生“《
读书》时代”的精灵(记金克木)明暗之间(记章石承)良史的命_运(记翦伯赞)史家本色是书生(记周一
良)不仅是为了纪念(记邓广铭)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考古学的中国梦(记苏秉琦)遗落的章节(记陈梦
家)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记张光直)遗留的思考(记邹谠)寂寂逝去的语言巨擘(记黄振华)常书鸿先生夫
是之谓人师(记夏德仪)岑寂之中见性情(记施蛰存)黄河依旧绕青山(记黄仁宇)没有名的恩师身后的寂
寞(记茅盾)我心目中的丁玲另一种纪念(记沈从文)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独怜风雪夜归人”(记吴
祖光)听风楼记(记冯亦代)汪曾祺的文革十年想起汝龙先生“清醒的少数”(记王小波)编后语
4、这是一本在学术边缘的书， 但是并非每个读者都是学术的人。 于是， 我们发现了其中的八卦～～
～～～～ 里面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 但讲的都是琐碎细节的故事。 也有许多沉淀在历史角落的名
字， 读来令人唏嘘。。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是可读性很强的书。 ^_^
5、读书出纪念特集，让人惊喜，收录了1995-2006年十年间的精选文章，分为六本：《读书》现场、
《不仅为了纪念》、《逼视的眼神》、《改革：反思与推进》、《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亚洲的
病理》。买了前三本，关乎些时代文化进程的。其中最喜欢《不仅为了纪念》，记录了中国近代来的
知识分子的生死历程，更多的是褒贬不一的寂寞身后事。梁启超、辜鸿铭、章士钊、陈独秀、蔡元培
、朱自清、冯友兰、丁玲、翦伯赞⋯⋯不胜枚举。中国知识份子的幸或不幸皆因为其与时代与政治千
丝万缕、藕断丝连的关系，“中国士大夫”的文化传统从未曾断裂。只可惜走到今天，能够站在时代
前沿、振臂高呼的良知知识分子却好像所剩无几。我所羡慕的是——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那个年代，能
够亲身感受那些大师们的风采。多羡慕西南联大时期，那些显赫的教师队伍，我想那个时候在战火纷
飞的乱局之下，读书上课实在是件太幸福的事⋯⋯
6、发现这本书最新的评论也在09年，今年也是12年，写这个评论，有个小的想法，就是这本书还是有
人在看的，而且经历过这么久，还是有不少人会关怀自己及周边的世界，从前人的经历和感悟中来体
味自己的生活，从而找到自己脚下的路，以及该前往的方向。“不仅为了纪念”，总会让自己想到鲁
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大概是字面上的相关性吧。鲁迅的文章是痛定思痛，为几个热血的青年详
述生活工作社会活动中的二三事。《不仅为了纪念》，集中花了近一周的时间把它读完吧。期间回了
一趟家。所以有世事和思维在里面。我看书，一般当时会有些体味，但不会记下来，之后就忘了，或
许对自己没有太多的感触。现在生活中的一个主要想法，是逃离，逃离这种困兽般的生活，可是本心
里又不能逃离，因为我还有个身份在这里，我还得照这个模式生活。我爱学习？似乎可以这么说。有
时候我对学术感悟还会挺大的，思维也会比较开阔，能想到一些过细的问题和一些好的方法，但仅限
于此，没有加以实验室的锻炼和训练，仅仅只是自己的想法。我前两年在学校的实践比较多，近来这
一年对自己学科的这些理论和一些公式推导的感受还是蛮大的。学习不仅仅在于课堂，因为我是爱活
动的人，喜欢搭讪，认识新事物，总有个三分钟热度。对于学生时代，大概就是这么个生活吧。总会
觉得自己的生活圈子过小，总有过剩的激情和冲动，总有亘古不变的哀伤和忧愁，总会觉得人生苦短
和世事变化的无奈，总有有些愤懑和痞子气。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但我实际上和很多人相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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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自己是“清醒的少数”，当然我是沉默的大多数。看到《不仅为了纪念》中很多相关的文字记录
，说前人前事，总有一种怅惘感。正如来到这片天地时的那种不合群和若即若离。哈哈。也许这就是
我。与此同时的是，在听张国荣的歌。他的声线很好，专辑中的很多歌很温情，节奏很舒缓。而在这
之前，在听90初的音乐，窦唯、张楚、何勇、唐朝等等，希望自己能反叛，能逃离，能有青春的叛逆
。我嬉笑，我贪玩，我不正经，我想有自己的色彩。关于《不仅为了纪念》，前一代的学人们的努力
与坚持，试验与创造，很多东西，我们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前人在这个过程中，会慢慢地创造和
改造。我说，现在科学发展到今天，很多学科的基础都很扎实，我们有自己走独立发展的能力啦。我
们需要整理国故，要把自己好的东西保留下来。新旧交流，前几年说得很多的一个文化冲突论，近几
年没有什么人讲了，可能这个融合的过程已经慢慢地过了。正如我们的党，也慢慢地从革命党成为了
执政党。很多学人经历了文革那个年代，很多人生中的心酸，后人不耻不知的辛酸。今天的社会是混
乱的，一如当年吧。前几年的混沌理论大概也是社会学在科学中的投影吧。社会会发展，生活会继续
。前一代人的反省精神和乐观创造的精神，还是需要我们这一代继续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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