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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历史很不容易。
有时候格于资料不易取得，有时候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有时候归因个人剖析史料的能力不足等，上
述任何一项因素都会使得历史研究陷入团团迷雾之中，所以历史系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上一门“史学方
法”课程，把研究历史各种可能的方法及阻碍，一一讨论清楚，为将来展开研究做准备工作。
只是，在实际处理这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经验累积多了，大学教的“史学方法”课程终究是纸上谈兵
，能否依样画葫芦，或是巧妙运用，完全凭各人的本事。
几年来，我断断续续读了许多人物的书信与档案，在爬梳史料之后，却发现我们所熟稔的历史名人，
他们生活的另一面与众人公认形象往往大不相同，这就使我反省：为什么这些书信手札所表现出来的
人格特质，会与很多学者讨论的不一样？
难道仅仅是别人没有看到这些资料呢？
还是因为这些人物的资料太丰富了，不必去处理这一些琐碎的小细节？
我做研究不喜欢人云亦云，跟着时髦走。
我也不认为“琐碎的小细节”可以不必处理，这完全是偷懒或是没有找到新材料者的遁词。
试想：如果我们要写某一人物的传记或年谱，要把这个人物写得活灵活现，令读者心慕神驰，有所感
动，这些“琐碎的小细节”可以不必处理吗？
相反地，这些“琐碎的小细节”反而是个大问题，少了这些“琐碎的小细节”，人物如何能够描写得
精彩飞动，予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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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第一手未曾公开发表的档案书信文稿为主，勾勒如梁启超、陈独秀、雷震等人的人格形象
，透过这些资料的剖析解读，历史人物的魅力与神采呼之欲出，原来我们过去印象巾的人物，是需要
乖新认识评价的。
梁启超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文章是下笔如有神的快手，但有谁知道他也有枯坐“执笔两小时，乃
不成一字”的窘境？
为了打牌，郑重其事写信约人方城之战，这是梁启超的真实面貌，这才有人的味道。
　　陈独秀在近代是个迭受争议的人物，他的特殊经历与政治上的禁忌，使得北大校园内有李大钊的
石像，却不见他的同等位置。
他曾经担任过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晚年却被开除党籍，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台湾，陈独秀的《
实庵自传》也遭到有关单位书禁。
一个人物在两岸都不受欢迎，是个值得反省的现象。
　　陈独秀晚年写给台静农的会部Ⅲ青一卣多封与未完成的两章自传文字，均在台湾保存完好，如今
将其余数在火陆披露，如果陈独秀地下有知，谅必会有所感慨！
世问的蕾往往就是如此曲折离奇，诡谲多端。
雷震创办《自山中国》杂志，发挥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见解，使他成为促进台湾民主进程的先驱人物。
　　台湾“二二八事件”，原本“大溪档案”已公布的资料，可以真相大白，但很小幸地，经过一些
曲学阿世的御用学者操弄与篡改“口述历史”，使得真相变得混沌难明。
本书针对这&#8226;问题，提出“口述历史”的限制与如何操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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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铭能，1963年2月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博士
，曾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是清代至民国学术史，著作有《梁启超研究丛稿》（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2月）、《梁
扁超的古书辨伪学》（台湾花木兰图书公司，2005年12月）、《书评写作方法与实践》（台湾秀威图
书公司，2009年2月）、《艺道情：王庆余大师口述传奇的一生》（即出）。
近年致力于档案文献与口述历史研究，本书就是其研究成果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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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你所不知道的梁启超驳斥日本人捏造的谎言：梁启超撰拟对于《顺天时报》启事梁启超《年谱》
被动了手脚饮冰室的藏书梁启超对于蔡松坡身后事的处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梁任公与徐志摩的交谊
徐志摩与张幼仪“伉俪情笃”吗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生活的片段陈独
秀晚年书札在台湾读陈独秀书札后记堂堂溪水出前村：雷震案真相大白档案与口述历史之间：“口述
历史”文字之更动与“二二八”事件研究档案、校勘与历史真相——以黄彰健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考
证稿》为例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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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目至二十五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目夜轰炸，写此遗闷。
唐、林合著《陈独秀年谱》引用（实庵自传）原稿这则短跋没有注明出处，不知何据，颇难定是非。
景从这种意见的不乏其人，如沈寂（汪孟邹与陈独秀）文则说“据他在稿本上所加的短跋，此稿写于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至二十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遗闷”@，不知何据之稿
本？
应是辗转抄录的，并未亲见稿本。
又如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亦是持此看法。
直到台静农珍藏陈独秀手札公布于世，这个问题才真相大白。
台静农先生故去后，门人陆续整理亲朋友辈寄予台先生之信札，其中陈独秀给他的信件就超过了100封
，而另有（实庵自传）原稿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全文以毛笔字直式书写于有格稿纸（每页稿纸8行，每行28格），加有新式标点符号，章节段落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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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度过风烛残年，犹不忘在“五四”狂飙时期主张废除汉字而以拼音化替代的方
案，因此，他要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倾尽全力写出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作为为实践
自己的理想而张目。
《小学识字教本》写完上卷初稿后，已把体力透支殆尽，下卷因身体不适，“左边耳轰之外，右边脑
子时作阵痛，写信较长，都不能耐，势必休息若干时日不可”；上卷初稿原本交给在编译馆工作的至
交台静农，透过台在馆中工作的关系，希望能够早日出版发行，以免战争时期随时可能被轰炸全毁，
心血付诸东流！
可惜，事与愿违，教育部主事者陈立夫不愿意为陈独秀著作取得全国合法发行地位而背书，但又不便
公开拒绝陈独秀如此有名望的异议分子，于是以对书名“小学”二字有意见作为托辞而婉拒。
教育部既然不愿意，于是他将希望寄托在商务印书馆，但是处在战乱时期，物质供应严重短缺，商务
始终没有能够出版其著作，陈对此颇有微词，认为王云五太势利，完全不奖掖学术。
最后陈独秀颇为矜贵的《小学识字教本》只好勉强以“油印五十份分寄全国”，作为无奈中的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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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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