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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人有行(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由黄团元编著。

《文人有行(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简介： “文人无行”，是说文人的德行不好，或者是说玩弄
文字的人品行不端。

说起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能够举例子若干：谁“卖主求荣”，谁“认贼作父”，谁“朝秦暮楚”，谁
“出卖朋友”，还有谁谁，数种“无行”兼而有之。

从“无行”的文人开始出现，就遭到正义之士的蔑视、鄙视乃至愤恨！

明代顾炎武曾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此言未免以偏概全。
略视古代，便有“上下而求索”的屈原，，“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万
家忧乐在心头”的范仲淹，“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一枝一叶
总关情”的郑板桥⋯⋯⋯事实证明：“文人有行”。

古代“有行”的文人，基本盖棺定论。
论及之后的文人，相对难甄。
这是因为，对于已有公论的，尚能认定；而有的人虽然为民请命，还表现了对祖国的赤诚和文弱书生
宁折不弯的铁骨铮铮，但有“瑕疵”，或有其他非议，现在区别“有行”还是“无行”，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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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团元，男，湖北某报社记者，新闻高级职称。
各类文章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嘹望》等报刊。
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高考试题及各种文摘、文集。
公开出版言论随笔集《说黑道白》，人物传记《民族瑰宝马寅初》、《胡适的谦和雅量》、《梁启超
之路》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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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张謇：赫赫“状元”实业家
严复：敲响“适者生存”的警钟
康有为：政体改革的“启蒙者”
张元济：“永不叙用”叙大用
蔡元培：“兼容并包”谁与似
章太炎：“疯”与“不疯’’我自知
梁启超：“笔锋常带情感”的人
林白水：“记者应该说人话”
王国维：学者向他三跪九叩
黄炎培：警示共产党‘‘周期率”
于右任：“落落乾坤大布衣”
陈独秀：现代中国的播火者
章士钊：“帮了共产党的大忙”
鲁迅：“五最”英雄“民族魂”
马寅初：“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
熊十力：从放牛娃到哲学家
邵飘萍：“铁肩辣手，快笔如刀”
丁文江：“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
柳亚子：以“牢骚太盛”闻名天下
李大钊：毛泽东“真正的老师”
陈寅恪：“教授的教授”今何在
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胡适：“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
郭沫若：位居“极品”的杰出文人
顾颉刚：开中国史学“新纪元”
傅斯年：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
郁达夫：“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田汉：“文字当为举世雄”
瞿秋白：“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闻一多：“学者、诗人、斗士”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人有行>>

章节摘录

　　一、“田舍郎”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父亲识字不多，祖父相当于文盲。
不过，随着家境的好转，张謇兄弟五人得以读书，他排行第四，成绩最好。
　　张謇从小胸怀大志。
五岁时，塾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便写出“人骑白马门前过”的上联，让学生对下联。
张謇的三哥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别的学生也对得不怎么样。
就在先生摇头的当儿，能够熟背《千字文》的张謇奶声奶气地对道：“我踏金鳌海上来。
”　　尽管张謇聪颖，但是他的科举之路洒满艰辛。
从隋唐到晚清，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已经弊端丛生，晚清更是规定家中三代没有文士隶名于州县学官
为生员的，被称为“冷籍”，应试时会受到刁难。
也就是说，科举对世代“白丁”的农民子弟有着严格的限制。
张謇是农民的后代，应试时定会遇到关山阻隔。
　　为了顺利应试，经老师宋琛的安排，张謇选认了江苏如皋县一张姓举人为“本家”，张謇成了那
家的孩子，改名“张育才”。
1869年（同治八年），16岁的张育才（张謇）果然考中秀才。
　　张謇冒名注籍，“移民”科考，如愿以偿，皆大“欢喜”。
然而，那位如皋县的张姓“本家”，却向张謇的父亲张彭年索酬。
张彭年忠厚老实，尽力酬谢了他家三年。
可是那个姓张的欲壑难填，三年后见张謇家“孝敬’，渐少，居然告上公堂，要求官府革除张謇的“
功名”。
　　张謇“冒名注籍”一事，从被人勒索到遭到诉讼近五年，使张家经济陷入困顿，张謇的学业也受
到影响。
幸亏通州（今南通）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等人怜士惜才，援助张謇，才为他消除了如皋县控
案；又通过张謇陈情申述，回籍通州，并通过院试，于同治十二年成为通州秀才。
　　“祸兮福所倚”，孙云锦等人也由此看上张謇。
当孙云锦调任江宁（今南京）发审局后，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邀请张謇到他手下从事公文写抄工
作，从此张謇开始了旅幕生涯。
尽管可以赚钱糊口，尽管张謇做出了许多业绩，但他的身份还是“田舍郎”。
　　二、状元公　　孙云锦、彭久余等人对张謇的抬爱，令张謇工作兢兢业业。
这年冬天，他返回故里“洞房花烛”，时间不长，他就回到江宁的工作岗位上。
张謇的学识和敬业精神，令许多官员请他做幕僚，他因此于1882年随军征战朝鲜。
　　在朝鲜，张謇“理画前敌军事”的能力和他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的雄文，使得朝鲜当政者要
以“宾师”的待遇挽留他。
　　在国内，李鸿章等大臣也要推荐张謇到朝中当官，但都被张謇谢绝了。
他回国后，决意走“金榜题名”的从政道路。
　　先人有言，“天公有意君知否，大器先须小折磨”。
科举制度对张謇可不是“小折磨”：他从16岁录取秀才算起，在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先
后参加了五次举人考试，都没有考取。
有人将张謇老师宋璞斋的旧话重提，断言他“绝对”考不取。
　　宋璞斋作为老师，曾经当着张謇说：“如果一千人考试，取了九百九十九人，那一个没被录取的
，就是你！
”　　宋璞斋这话要是别人听到，早就心灰意冷。
张謇却借用“九百九十九”作为座右铭，警示自己。
他愈挫愈奋！
　　从朝鲜回国的第二年春节，一个富有的朋友设家宴为张謇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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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贫寒而又崇尚简朴的张謇穿一件旧长布衫赴宴。
到了朋友的家门口，一条大狗扑向他，将他的长布衫撕下了一大片！
　　富家朋友听到门外喧闹，忙命家人驱狗，又向张謇赔不是，还要人去寻新袍呈献张謇。
张謇将被狗撕下的那片布扯扯、抚抚、看看，笑着向主人说：“狗是代表主人迎客哩！
” 主人听了，责骂自己和狗都是“桀犬吠尧”。
张謇认真地说：“兄台称恶狗为‘犬’，这是给了我张謇今天和今后一个很好的兆头。
我这一片破布的‘片’，加上你这‘犬’，正好是个‘状’字；今天一元复始之日取其‘元’，二者
相加，岂不是在迎我‘状元’郎？
”　　张謇的话，虽是自我解嘲，却显示了气度，又能窥见胸襟。
　　1885年（光绪十一年），33岁的张謇终于在顺天府的乡试（俗称“北闱”）中，高中第二名举人
，实际上是南方各省的第一名，称为“南元”！
　　按封建科举制度，张謇要出人头地，还得参加“会试”。
尽管他满腹才华，也显露了治国安邦的能力，但他在34岁、37岁、38岁、40岁的四次会试中，又是名
落孙山。
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张謇才取中第六十名贡士。
　　功夫不负有心人，春风得意马蹄疾。
在当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殿试中，张謇得中一甲第一名（俗称“状元”）。
当时，名臣翁同稣特意在光绪帝面前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
”这使得张謇在光绪心中有了好的印象。
　　张謇历经26年的拼搏，终于蟾宫折桂，大魁天下，到达科举取仕制度的峰巅，时年42岁，可谓“
暮登天子堂”！
　　三、三品官　　新科状元张謇，有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阅历。
他虽然出道较晚，起点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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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人有行》聚焦于三十位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
、于右任、陈独秀、鲁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瞿秋白、闻一多⋯⋯写法传奇，文笔优美。
虽然每篇只有四千字左右，通读各篇，相当于读了三十部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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