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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主要介绍了金岳霖、冯友兰、傅斯年、马寅初、李叔同、马一浮
、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作家。思想卷单列十位思想者，涉百余位民
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笔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
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锵鸣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
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
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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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民国文林，夫妻，姓名隐，居北京，律师行业，曾分别在社科院、人大、北大负笈求学，业余皆好搜
罗民国文人掌故逸事，遂合著此书。但愿终有一日，朝乐朗日，啸歌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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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岳霖　　宽和　　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他的
学生沈有鼎马上对老师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
了。”　　王浩从美国回来，金岳霖每次见王浩必叫上沈有鼎作陪。金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
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　　金岳霖性情温和
敦厚，与人谈话总是说“如果这样，那会怎样”，或说“或者⋯⋯”“可能⋯⋯”，从不盛气凌人地
与人争辩。　　吴宓将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之句。有人让金岳霖去劝说吴宓，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
且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
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宓听后勃然大怒：“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也觉得自
己的话确实不大妥当，只好解释道：“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三十
年代，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夫妇毗邻而居，分住一套房屋的前后院。他曾赠梁氏夫妇一联云：“梁上
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后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打开一条新的研
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
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到林的话后，连连鼓掌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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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看捧腹，再看沉痛，复看掩卷思考。作者搜集史料之全，编排之新颖，关键词之厚重，注定了
这本书将在诸多讲述民国大师逸事的作品中，成为翘楚之作。　　——月光　　楼主苦心，集近现代
吾国学术大师之事迹，展我华夏文化之玉髓。幸之！真希望楼主文字可以集结成册，文泽广披。　　
——子昂为我师　　述而不作，大家风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流光V碎影　　民国版的
《世说新语》，历史版的小说《围城》　　—— 菠菜花　　此帖害人不浅，我连看了三日，这些国宝
级人物，在楼主笔下可敬、可爱之极！正如夜空明星闪烁，万世共仰！　　——深秋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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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连载引爆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百万粉丝疯狂追读跟帖，
著名学者、评论家曹文轩、孙郁、吴福辉、贺绍俊、黄乔生联袂推荐。　　传记新书五星榜，销售榜
榜首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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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喜欢
2、还是一个问题，琐碎了点。
3、终于把这个系列看完了，每个故事看到文革那段都觉得心痛到不行。所以我不喜欢近代历史。
4、读到胡适的时候才觉得这本书要终结了。民国这一段历史里的人和事在现在看来真的是别有一番
旖旎风情！每逢读到“文革”两字就心里咯噔一下，和蒋公的那些过节读来却别有一番意思。
5、不如文学家那版的可读性高，过于拖沓
6、有点儿世说的味道。编这种书真是累坏了编者。
7、我是民国控
8、很棒！！！
9、了解一下一个离我们很近，却又不那么熟悉的时代
10、民国，中国灿烂文化河流中的两座高峰之一，了解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
11、一个特殊的年代，一群特殊的人
12、这本书真的很好，很有趣，读来爱不释手~
13、出自天涯同名牛貼，還是覺得看實體書有感覺
14、不太赞同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每个人的性格、命运和抉择都有其清晰的线索，而这种关键字式的
分段人为割裂了这条脉络。读过岳南的《南渡北归》后回头看这本，高下之分非常明显。
15、人过留声
16、思想大师的路线大致是可循的：少年过目不忘一目十行读书万卷，青年时期投身革命后感到失望
，于是一心钻研学术，后来呢。。。在文革前去世的最幸运，抗日胜利后去台湾的也还好，那些留在
大陆活到文革的大师。。。哎。。实在是不忍心看下去。。
17、甚是喜欢，只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8、资料堆砌。但资料还算详实。
19、到这一本可能新鲜感没了，就只剩下碎碎念了。
20、先贤之风采
21、了解了很多民国时候的文人事儿
22、比小说好看多了！让你见识：什么叫大师！
2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4、作者只是对以往资料进行了汇编整理 还是无一定内在逻辑顺序的编辑 更别提前后事迹重复 冲突
等问题了
25、作者不觉得有些段子矛盾么
26、思想卷读完。
27、作者根本就是东剪西凑的把自己从各本书看到不同的关于大师的描写集合起来又出了一本书。许
多事例直接就从别的地方抄过来也不打reference...对于读者方便是方便了，可是未免显得不专业。
28、非常精彩，篇幅不长，也不短，对于了解民国的大文人很有裨益。
29、天涯帖出版的书。喜欢豆友的评价：文中罗列了大师们的点点滴滴，却归类的非常好，因此读起
来很顺畅。 大师的趣事、轶事读来生动，让人很有亲切感，不再高高在上，而在我的身边。 
30、这个系列三本，第一本前半部分是最好的，作者搜集资料不容易
31、看后记知道此书原是天涯煮酒论坛连载而来 参考资料达数百本 对于阅读量贫瘠的人来说 看本书
倒是满足了对那个时代文人大家的部分想象 有趣些许如 八卦 趣闻 段子 悲则些许 涉及文革依然触目惊
心
32、书不能这样写的
33、可怜的刘   绿帽子哎
34、原来是第二本。校订加强吧。
35、慨叹、慨叹、无尽感慨。
36、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37、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让人怀念
38、还好我的思想不会被他人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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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一套三本终于看完，心中感叹。一位大师的形成是偶然，一批大师的形成，背后肯定有特定的因
素。民国时虽天下大乱，可春秋战国时候，不也是一样么。惜乎历史没有假设。
40、史料非常详尽，不过这种零碎的记录方式给阅读带来了一定难度，感觉像是看加长版的百度百科
。其中金岳霖、熊十力、胡适、李叔同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41、这一套书都很好看，好多亮点。这一本的主题是十位民国大儒，除了早己被通俗化了几位（李叔
同，金岳霖等），头一次看到马一浮、熊十力的轶事，滔滔江水啊。不过最最佩服的还是蔡元培，人
世楷模，莫过于是。
42、资料不细，局限片面，东拼西凑，还有不少重复（复制粘贴的硬伤），文字刻板毫无生气，跟百
度百科的水平相去不远
43、bug 好多。一段一段的轶事拼凑如果是你的文风，至少在每一段之间把逻辑和时间理顺啊。
44、非常细致的一本书，让我了解到很多。。。。
45、膜拜大师
46、是真名士自风流！现如今，假大空拾人牙慧！
47、我本无言，是风多语。---致民国
48、就说在kindle上感觉怎么读的进度那么缓慢，原来是三本书和在一起。。。
49、喜欢民国，那个激情的、思想张扬的年代。大师辈出，他们的嬉笑怒骂，都足以为后来者作为镜
子
50、买
51、能力所及，还是应该多读这几位的著作。
52、大师八卦 爱死了
53、名人轶事，猎奇猎艳。管中窥豹，难得全貌。——咦？为什么我说话要文皱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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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名士辈出的时期大致有两个：魏晋南北朝、民国年间。然魏晋南北朝有《世说新语》一书，
而民国年间文人雅士思想家的雅趣轶事却散落不全，各类回忆录，轶事体作品浩如烟海。幸得民国文
林夫妇，将各类资料搜集、整合、编纂，细致入微，又将各个人物的生活、学术、轶事等方面分门别
类，类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却又不同于刘氏。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在编著的同时又著而不评，保
持了相对的客观性，更加本真地还原了那时的大师们的真善美。诚如作者所说：文稿始终“努力遵循
三个原则：一是用八卦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逸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
，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及其学术价值，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
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
。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当时追帖的乐趣除
了可以体味那些真正的学者的风采，更可以在帖子中闲话古今，探讨各类话题，一时间，仿佛有了民
国当年那种乐于谈论的氛围。一路走来，其间的各种欢乐，各种争执，各种言谈，仿佛历历在目。整
个帖子如同一间茶楼，容我们这些些有文人情怀的茶客们插科打诨不亦乐乎，与本书相得益彰。记得
当时看帖之时，中途自己有看刘超的《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和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那
些文人与伶人吊诡的命运，灿烂的才华，读来令人叹息不已。故而，对民国文林这部书，印象最深刻
的，有熊十力争执之后喜欢抱以熊拳，有金克木的呆气，有黄侃的不羁，更多的熊十力和言慧珠一起
被批斗的场面，还有吴宓教授那句：“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看得
几近泪下。也许，从当年的学者身上，看到了我们渴望已久的某些精神，那些执着于献身于热情、献
身于文化、献身于国家的精神，在现在地方所欠缺的。故而我们追忆大师们，我们在茶馆内谈天说地
不亦乐乎，更多的，是纪念我们的“民国情结”，“西南联大情结”，“北大情结”，一种对那种偃
仰啸歌，抚今追昔的氛围的追求。另一方面，作者三修其稿，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令人敬佩不已，也
是作者对那些学者的致敬吧。望此书如同那些文人大师们，留得余香传世，将崇尚自由的精神星辉洒
向各地。
2、文中罗列了大师们的点点滴滴，却归类的非常好，因此读起来很顺畅。大师的趣事、轶事读来生
动，让人很有亲切感，不再高高在上，而在我的身边。
3、我已经很长时间不爱读书了，更喜欢看电影和翻杂志报纸，活着就上网浏览新闻，每天搜索点怪
力乱神的奇异事件，作为喝酒吃串时的谈资。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易读上的这个帖子，说作者是个极
有思想的人，上班打瞌睡的时候，我就习惯上去看看，我很少泡论坛，因为不喜欢看无聊的人在上面
说无聊的话，有人打情骂俏，有人互相对骂，甚至问候对方的长辈，连一些女人也练就了刀枪不入如
同城墙般厚的面皮⋯⋯所以易读是个好去处，可以省略掉很多你不想看的，如同过滤网。这个帖子是
个奇特的帖子，楼主不骂人，至少我没见过，有人说他和稀泥，我想也确实如此。但我感觉，他是个
真诚的人。抑制不住好奇心，我去天涯论坛的煮酒论史板块看了看。看多了，看这个帖子便成了我每
天的习惯，不看，总少点什么。我喜欢作者的真诚，虽然这本书里极少看到作者自己的观点，但字里
行间都透着他们的真诚，极力地用客观的、公允的、却又充满感情的笔调刻画他们热爱的这群逝去的
大师们，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背后沉甸甸的中国文化的精髓！
4、这本书我期待已久，因为本书的压卷之作，胡适篇。胡适是中国文人史上的一个异类，因为他独
特的人格，用孙郁先生的词来说，就是“清朗”！胡适倡导自由主义，但他内心确实个儒家，在我看
来，胡适用儒家标准要求自己，却用自由主义宽以待人，他既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儒者，
是中国文人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我不以为然，一个人从少年时代就以君
子自省，即使是个乡愿，乡愿了一辈子，也造成了君子了。我以为，在中国近代的文人学者中，以学
识论，胡适并不是佼佼者，但以见识论，胡适当是第一人。有朋友说，胡适的清朗，鲁迅的古怪，是
中国近现代文坛双璧，他们分别代表了民国文人人格高度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孜孜不倦地建设，一个
是不遗余力地鞭挞，用力不同，但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期待本书第三卷的鲁迅篇。
5、这是一本写得很认真，又很耐读的难得的佳作。民国多彩的舞台，那些带着中国传统文人风尚的
往事，如数家珍般向你道来，不仅仅是为追溯历史，更是在关照当下的人生，人的精神世界，我们的
理想与追求，看似遥远了，却在我们内心萦绕，因为我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地也流淌着这样的血。
6、胡适少年即暴得大名，在美国留学归来的船上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
分晓罢。回国即投入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打起“白话文革命”的旗帜，亲自上阵，投掷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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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良刍议》这一颗“文化地雷”，用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为文言文敲响丧钟。当五四运
动被狭隘的民主主义冲昏头脑，政治登台、文化靠边之后。他由街头返回书斋，以西方实证主义精神
“重估中国学术”，著哲学史、考证章回小说、研究水经注，将中国诸多思想领域引上了学术研究正
规。他在野时奉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创办争论刊物、抨击时政，不惜多次“触怒龙颜”。在
朝时，书生意气地组建“好人政府”，结果四处掣肘，碰壁而归；面对国难危亡时“驻美大使”的任
命，明知书生无用，仍旧毫不推辞“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上任两月就累出了心脏病。 胡
适是那个时代的“学术超男”。虽然顶着36顶名校博士帽，他待人却依然温暖和煦，毫无架子。上至
总统，下至贩夫走卒，都是他的朋友。“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名号就像“及时雨宋江”，人人都以认
识胡适之为荣，甚至深宫之中的废帝溥仪也“钦点召见”，闹得满城风雨。王府井承华园有一道他所
独创的“胡博士鱼”，他怕老婆的新闻也是报纸热衷的娱乐八卦。留学时期，他曾经沉溺于打牌不能
自拔，也曾坦承“看女子篮球赛，只是去看大腿”；胡适回国时，虽尚未获得博士学位，对于“胡博
士”的头衔竟也欣然笑纳；他发表的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89年后才风靡大江南北；他是位收藏
家，喜欢收藏火柴盒和博士学位；他还是个为做媒不惜触怒老婆的“月老”，点了志摩—小曼、从文
—兆和等十几对鸳鸯谱⋯⋯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
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 “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
。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
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鲁迅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
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
—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有朋友说，胡适的清朗，鲁迅的古怪，是中国近现代文坛双璧，他
们分别代表了民国文人人格高度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孜孜不倦地建设，一个是不遗余力地鞭挞，用力
不同，但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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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242页

        喜欢熊十力！

2、《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76页

        
程沧波回忆，中央研究院初成立时，傅斯年常到蔡元培在成贤街的住处吃饭，程沧波、杨杏佛等人也
常去。“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扬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顾颉刚对洪业笑谈：“傅斯年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六亲不认，四海无家。”你看他好大的气魄
！有点像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意味”

3、《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270页

        

4、《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370页

        17日凌晨3时，吴宓先生离开这个他热爱却又让他痛苦的人世间。

5、《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89页

        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此处之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马一浮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方的一切学术，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
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
六艺饱含此三种价值，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
马一浮认为，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
六艺也

6、《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34页

        马寅初在谈到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原因时，总结出了好几条，其中三条是：一是和尚尼姑大量还
俗，增加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生活水平低，素食民族比肉食民资生育率高；三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
没有电灯，早早塘下睡觉，不多生孩子才怪！

7、《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胡适：风趣

        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
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
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玄同恼羞成怒，横加干涉，以至于专号
流产。但颇有外地朋友信以为真，有的还打电话到北平慰问钱的家属。
想起十年前，在西安新东方上课的时候一个老师说过，人活50岁就可以了，不用活那么长。这句话曾
在我18岁最阴郁的日子里给我安慰。现在想来，人生真是犹如爬山，回头看去，爬过了的都不是了山
。

Page 13



《细说民国大文人》

8、《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54页

        丰子恺：李叔同先生做人有一个特点，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想个翩翩佳公子。中年
时做名仕，像个风流名仕；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
，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
一切事都“认真的、严肃的、献身的”做的缘故。

9、《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38页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胡耀邦认真审阅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
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
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10、《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冯友兰：为学

        年过90之后，虽然冯友兰每天仍从9点钟开始工作，但由于行动不便，处理生活费时，后来便坚持
上午不喝水，以免上厕所。最后一两年，在宗璞夫妇的陪护下，冯先生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庭与医院
之间。1990年初，冯友兰躺在病床上，慈祥地望着床前的女儿，低声倾诉：“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
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
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先生在此所表述的，大概就
是他在以往著述中多次推崇的“明于生死之道”的人生境界。1990年7月，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最后一册杀青，同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魂归道山。

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时，预料到不能出版，他在续中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
我确是照我所见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吾其为王船山矣（王夫之在深山中著
书达数百卷，几百年后才得以出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因书中论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尤其是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
现代革命"，与主流意见有一定出入，致使未能归入《新编》出版...后此书辗转多年，终在广东人民出
版社和三联相继得以出版。
盖棺定论，冯老还是不亏“天地境界”四个字。

11、《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50页

        上音乐课时，有人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人将痰吐在地板上，李叔同“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
，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别的同学出去后，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
这位同学和气地劝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

12、《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熊十力：暴烈

        徐复观曾为蒋介石的侍从室侍从，官拜少将。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
熊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
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
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
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
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
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
？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徐复观后来回忆时所说，这对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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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06页

        傅斯年的一生真是潇洒，我想到了令狐冲。

14、《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405页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
。原名胡洪骍的胡適，由其二哥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表字，并用“胡適”做
笔名。

你说别扭不别扭

前面自然想到张竞生

15、《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240页

        

16、《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62页

        冯友兰的妥协是保命的必需，可以理解

17、《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85页

        

18、《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50页

        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人自首，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
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
首，真非自杀不可。

19、《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21页

        金岳霖说张奚若真是full of pride and prejudice，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devoid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20、《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39页

        宗璞曾对人讲起冯友兰的趣事：“在文革里，我们的房子多被人占了，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屋子里
。当时我在城里工作，有一天回家，我母亲就说来包饺子，改善生活。煮饺子的时候，这盘饺子就找
不到了，后来找了半天，我的父亲坐在这盘饺子上。他一点都不觉得，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思考哲学的
问题。”

21、《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2页

        金岳霖少时，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他将这两句话作为前提，
推理得出的逻辑结论竟是“朋友如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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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221页

        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谐--熊十力＜十力语要＞

23、《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胡适：自恃

        胡适和梁漱溟曾在北大打“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红楼开课，护士在红楼四楼上“中国哲学史
”课，梁漱溟则在三楼开讲“印度哲学“。二人各执己见，胡主张全盘西化；梁认为应当走中国传统
文化的复兴之路。胡适说梁：“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见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
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则对学生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这出对台戏很是叫座，足足唱了一年。

24、《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212页

        熊十力之狂放魏晋之风记忆最深
1、友人家吃饭，友人孩子想吃肉，立刻夹自己碗中，言自己肩负传道责任，孩童吃了无用
2、坐在澡盆中赤身与友人聊天
3、与同乡学者讨论，先是大声争执，后无声，互挟脖打斗，被打出门，边逃边骂
4、抗日期间在武汉看满目疮痍，心中愤慨，白日持灯笼大街行走，如今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
灯何以行路

25、《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06页

        

26、《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191页

        

27、《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笔记-第314页

        整本书里面最想读的故事,终于读到了,啦啦啦

Page 16



《细说民国大文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