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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以生动的文学笔调、翔实的文史资料，不仅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
更以陈氏为契机，剥茧抽丝般深入分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所普遍面临着的精神危机及矛盾抉择，向我
们再现了一幅关于上个世纪知识分子艰辛的心路历程的生动画卷。
     本书是继我的博士论文《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之后，又一部关于陈寅恪学术思想以及陈寅恪与其同
时代人关系的专著，算是我这些年来有关研究的一个总结。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不少学术界前辈给予了热心的鼓励与指导，同时我也从不少学术界同行那里得到
很多启示与教益。
对此除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一一注明外，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在写作方式上，为了做到尽量
通俗易懂，在内容和表述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愿还不算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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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克敌，原籍山东，199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被评为副教授，1999
年破格晋级为教授。
现为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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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求学位的“游学生”　陈寅恪与“哈佛三杰”　看
歌剧与吃面包的选择　生死之交两吴生　梅光迪说多做少　陈寅恪“冷说”爱情　陈寅恪大宴东方楼
　冷眼旁观滚滚“红”尘　陈寅恪与吴宓的精神导师——白璧德　二马之喻与骡马情结　吴雨僧热心
做冰人，陈寅恪受命拟成家　“爱君深亦负君多”　占卜与学者的命运　陈寅恪妙对难后生　吴宓爱
写“落花诗”第二辑 “往来有鸿儒，谈笑无白丁”　同时代人笔下的王国维　清华国学院的“候补导
师”——吴秋辉　吴宓的自杀情结　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　梁启超与“浏阳二杰”　“钱唐真合是吾
乡”——漫谈陈寅恪和朱师辙的“杭州情结”　伟大而尴尬的“私奔”——鲁迅与许广平携手南下前
后　鲁迅的照片、濯足及其他　从胡适的怪梦说起　快乐并苦恼着的杨遇夫　“爬来爬去”的钱玄同
　《学衡》的“保姆”——刘伯明　从吴宓赞美茅盾和徐志摩谈起　梁漱溟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看看这一个小指头”——从梁漱溟1960年到农村的一次视察说起　义宁归来话沧桑——陈寅恪先生
故里印象第三辑 “从黑暗中打捞光明”　“管隙敢窥千古事，亳端戏写《再生缘》”　“颂红妆”与
《红楼梦》　《柳如是别传》与陈寅恪的“才女情结”　“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
一谈陈寅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　奇异的比较：文人与女人——二谈陈寅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　纯净的
耻辱与高贵的复仇——三谈陈寅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　高力士的橄榄与杨贵妃的荔枝　漫谈陈寅恪学
术研究中的失误与偏颇　“事如春梦了无痕”——漫谈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陈寅恪眼里的新文
化运动　说不尽的陈寅恪——二十年来陈寅恪研究述评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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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看歌剧与吃面包的选择赵元任先生的夫人杨步伟女士，晚年写有一部回忆录，其中对陈寅恪当年
的留学生活有生动的描述。
说起来，虽然赵元任与陈寅恪早在二人留学海外时就已相识，但杨步伟与陈寅恪认识更早，因为陈寅
恪的父亲陈三立和杨步伟的祖父杨仁山先生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两人打小就在一起玩耍，陈寅
恪甚至小时候常常和哥哥弟弟们住在杨家。
而陈三立与杨仁山的友谊则始于他们对振兴佛学的共同愿望。
杨文会，字仁山，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死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石埭（今安徽石台）
人，是清末著名的佛教居士。
　　其父朴庵公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
杨氏生平好读奇书，性任侠，熟习驰射击刺之术。
洪杨事起时，杨氏年十七，随家转徙各地。
后来曾襄助曾国藩办理军粮等务，而陈三立之父也曾协助曾国藩，并深受器重。
清朝末年，佛学曾出现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社会文化思潮，这与杨文会居士为
振兴佛学而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直接关系。
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
者，率皈依文会。
”这一说法大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近代中国的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谭嗣同
、章太炎、宋恕、汪康年、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欧阳渐、释太虚等，都曾直接受到杨文会倡导
佛学的影响。
光绪四年，杨文会随曾纪泽出使欧洲。
　　光绪十二年又随刘芝田出使英法。
因此，有人说他是第一个到过欧洲的中国佛教徒。
据杨氏的孙女赵杨步伟女士（赵元任夫人）回忆道：光绪四年，曾纪泽奉使欧洲，函聘先祖同往协理
。
⋯⋯先祖条件，为只做事而不欲保举任何官爵，因此先祖在英法时实权甚大，而名义上仅一参赞⋯⋯
巴黎铁塔落成（1889年）⋯⋯先祖为代表特使赴法，并考察法国政治实业等等。
光绪十二年，杨文会又到英法考察，专门考察英法等国政治及工业各方面，颇悟欧西各国致富致强之
根基，无非以实学为本。
归来后即有意向清朝政府上种种条陈，但皆未得采用，复见世道人心每况愈下，遂不复在政治界中周
旋。
出过洋的杨文会思想极为新颖，曾经劝其同事周玉山兴办女学，并曾劝人禁止女子缠足。
　　其孙女杨步伟自幼即天足，也是拜乃祖之赐。
杨氏在随刘芝田访欧回国时，曾对西学与当时国事有所感叹，尝语人日：斯世竞争，无非学问，欧洲
各国，政教工商，莫不有学，吾国仿效西法，不从切实处入手，乃徒袭其皮毛。
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兴国其可得乎？
可见杨氏对当时国事的了解，自有比当时一般士大夫高明之处。
而民初中国佛教之能在僧制、教育上都有一番新气象，这与杨氏思想的新颖，自有不可忽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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