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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州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李杨女士，记者出身的文史学者、南京范泓先生，多年来致力于钻研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迁，对于活跃在那个时代的学者如胡适、陈独秀、陶希圣等人
的学术成就与政治理念，以及他们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出了独到的、卓然有成的研究。
他们把研究有关先父陶希圣的专文集结成书，身为陶氏家族成员之一的我，深感钦佩。
我每读李、范二君的文章，常对他们发出这样的感叹：“你们对我父亲了解之深，令我兄弟们既生感
佩，又觉汗颜。
”虽然两位作者的研究领域与撰文风格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人、观察、分析与评述先
父一生的播迁起伏.其细腻生动的叙事方式则一。
他们参考并引用了许多外界从未得见的材料，如家兄陶泰来编订的二十五万字《陶希圣年表》、一九
四八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蒋介石下野前后先父的日记及一九五。
年手稿《从徐蚌战争到昆明事变》、先母陶万冰如亲撰的《逃难与思归》、家信等，因此，这本书堪
称目前研究陶希圣事迹内容最为丰富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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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位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
长期以来，史学界囿于意识形态以及叙述模式的影响，对陶希圣其人其事，一直未能给予客观、中肯
地诠释和解读，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们对在大革命潮流中“从政学人”的认知态度。
    本书作者在挖掘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同时，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注重历史事实的本原，以“
求真求是”的理性分析，以及生动的叙事方式，来重新认识、评说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通过探讨陶希圣的种种社会活动和心路历程，不仅透视出乱世潜流下“知识与权力”在现实中互为冲
突、消解的书生参政之局限性，而且也再现了这一时段中国政治领域异常活跃、党派斗争内外纠缠的
复杂历史场景。
    这是一本具有探索性的人物著作，较为客观、中肯地解读了被长期忽略且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值
得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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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杨，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开放时代》学术杂志常务副主编。
现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
中心名誉副研究员。

    已发表《岭南文化的特征及其作用》、《50年代的院系调整和社会变迁》、《建国后第一次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运动》、《张申府与黄埔军校》等二十几篇论文，出版《岭南文化》（合作）著作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参政不知政>>

书籍目录

序言上篇：亦学亦政的陶希圣  第一章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    一、从五四到五卅：
思想开启与震荡    二、“武汉大风暴”前后    三、七年教授生涯：创立“食货学派”    四、弃学从政
．卷入政治权力漩涡  第二章　《独立评论》中陶希圣    一、赞成胡适无为政治主张    二、与胡适民主
政治主张之异同    三、鼎力相助《独立评论》  第三章　“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    一
、新旧学联的政治冲突    二、被蒋介石看中并利用    三、在认知上更接近“改组派”    四、关键时刻
政治上“走失”　　五、“参政而不知政”中编：国民革命与抗战时期的陶希圣  第一章　希望与幻
灭：1927年的陶希圣    一、二十七岁的中校教官    二、卷入“赤都”风暴    三、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
至国家主义    四、农民运动过火？
    五、农民并没有起来    六、翻腾风浪之际，希望在何处？
  第二章　向左、向右：陶希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1924年陶希圣有无入党可能？
    二、沈雁冰介绍陶希圣入党？
    三、另一种可能？
    四、陶希圣是左派同情名  第三章　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的历史与解读    一、“陶希圣代书《中
国之命运》”说法不准确    二、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三、“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
    四、毛泽东第一次组织的对国民党理论宣传大论战    五、笔战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    六、国共两党
争论《中国之命运》的背后下编　与陈独秀、胡适交往的另一种记录　第一章　与陈独秀的交往　第
二章　陶希圣眼中的胡适　附编（一）蒋介石日记中的“高陶事件”附编（二）名门之媛陶琴薰附编
（三）骊珠之死陶希圣先生年谱简编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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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　　从若干历史事实来看，陶希圣之所以在后来成为一个备
受争议的人物，这一切，均以他本人于1937年参加庐山“牯岭茶话会”后，而成为其命运的一个重大
转折点。
这一年，北大教授陶希圣弃学从政，未料卷入魂梦不堪的政治漩涡之中，并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出人
意表地缠纠在一起，从而成为某些正统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
”，甚至是为人不齿的“汉奸”。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创立著名“食货学派”、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顾颉刚语)，在
今天似不应再以传统意识形态规定性的认识要求和叙述模式简单地加以评判，否则本来就讳莫如深的
历史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无法让今天的人们冷静而客观地回到历史现场，对当时的中国政治作出理
性的判断。
此章简要地介绍陶希圣亦文亦政的一生，大致梳理出这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一、从五四到五卅：思想开启与震荡　　1899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
陶氏家族自江西迁移至黄冈县西乡倒水之旁，至其父时已为十八代。
陶希圣母亲揭氏家族本为黄冈县周山铺大族，在清末时亦即衰落。
至陶希圣十三岁时，历经时局之变，其身家亦在摇荡之中。
最明显的有三件事：一、陶氏家族累世务农，至陶父丁酉拔贡，癸卯经济特科一等，以实缺知县分发
河南，历署夏邑、新野、安阳、叶县与洛阳县事；二、黄冈为鄂东大县，“以文风之盛著名”，其父
入两湖书院，治史地，致力于经世之学；三、陶希圣三岁随家父至河南，自四岁至八岁从父就读于夏
邑、新野任所。
后清廷改法制，行新政，废科举，陶希圣九岁随其兄入河南最早开办的旅汴中学就读。
在如此这般“废科举、讲新学”的际会之中，少年陶希圣受业新旧参半，历史一课优为之，“每值考
课，常交头卷，取高分”。
1915年，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十六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
考试那天，他从草厂二条步行至前门，转东城，才到了北河沿译学馆，那里是北大预科的校舍。
考试在一间小教室里进行，即国文与英文。
初春的北京，依然严寒料峭。
陶希圣与其他考生所带墨盒与毛笔皆被冻住，不得不放在煤炉旁烘烤。
在北大预科期间，陶希圣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课本即《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
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尤以自修宋儒学案与
明儒学案最为得心应手。
1917年，陶父升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家境颇裕，陶希圣在北大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考试成
绩每每名列前茅。
　　五四运动爆发时，陶希圣已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学生。
5月3日这一天，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
，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其场面催人沸血盈腔。
5月4日，天安门大会之后，章宗祥挨打，赵家楼被烧，一时间秩序大乱。
赵家楼胡同没有支巷。
陶希圣随大队伍后退，“眼看着保安队向胡同里走进来，只得靠到一个住宅的门口，作出旁观者的姿
式，才避过保安队，然后从容走出赵家楼和石大人胡同”。
当晚北大学生又在法科大礼堂集会，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先生声音低微沉重：“现在已经不是学生
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
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
”次日，北大法科学生照常到译学馆上课。
第一堂课是刑法，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这场运动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刑法教授张孝移
先生遂被团团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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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兼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出言谨慎而又斩钉截铁：“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
法律见解。
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
”第二堂课上宪法，陶希圣清楚地记得，宪法教授钟庚言先生神情凄然步入课堂，“声随泪下，全堂
学生亦声泪并下”。
就陶希圣个人而言，五四之前，原本对白话文运动无甚兴趣，虽然《新青年》、《每周评论》在校园
中亦流行，“但白话文，或者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尤其在兼容并包的
北大，“学生们喜欢听哪一位教授讲的，就去听，不喜欢也就不听。
党同伐异的风气还未兴起”；五四之后，陶希圣开始“对一时风动之新书，如柯茨基阶级斗争论与克
鲁泡特金互助论，一并购买，同样披读，无所轩轾”。
此时的中国，颇有点看取晚来风势、“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亢奋或无奈，“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思想
都向中国学术界源源输入，而学生青年们对于各种社会政治思想也都感兴趣。
于是五四以前初见萌芽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才获得滋长的机会。
同时，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
尽管后来陶希圣不愿对所亲历的五四运动作褒贬式的评判，但这场运动对他的思想成长却有着或多或
少的开启与震荡。
在陶希圣看来，北京政府之所以仇视所有思想流派，“因为从五四运动起，无论哪一种思想，哪一个
流派，都是掘挖北洋军阀的根基的锄与犁”，他惟笃信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更加“大度包容”
。
不过，陶希圣犹然一书生也。
在五月至六月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会议，但在大会之外，又在八旗先贤祠宿舍里研读罗马法，或
赶至福寿堂旅馆侍候来京的父亲；六三大游行，则庆幸自己“未曾被拘”，其复杂矛盾的性格初见端
倪。
　　这一年陶希圣二十岁。
六年之后，即1925年，在上海遭遇五卅惨案。
陶希圣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编辑。
在上海各界掀起的罢工风潮中，陶希圣先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继而又是商务印书馆三所
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
。
《上海商报》以社论为其声援，执笔者即名记者陈布雷。
陈、陶二人后成为至交。
《东方杂志》推出五卅惨案专刊，首篇即为陶希圣分析南京路巡捕房应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论文。
在陶希圣晚年回忆中，这件事对他来说“非同小可”。
在此之前，他的文章大多见刊于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月刊》或朱赤民主编的《学生》杂志上。
《东方杂志》通常只刊发名流的一些文章，“至此时，我的论文开始在那样的大杂志上发刊”，这对
于陶希圣是一次重大的鼓励。
从五四到五卅，陶希圣在政治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觉醒。
若干年后，他在回忆中这样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
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
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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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是一本具有探索性的人物著作，较为客观、中肯地解读了被长
期忽略且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值得读者关注。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参政不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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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