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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受的历史    陈万雄    读过作者的原稿，我很愿意写这篇序。
无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还是作为时代的体验者，对于本书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深的感
受。
    不用说上一辈人，即使是我们这一代，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就目睹和体验了香港社会的急剧变化。
五六十年代仍然是小商业加小农业的社会，即在六十年代的后期，新界地区依旧可见稻田牧歌的景象
。
到了七八十年代，是全面的工业化带动下迈进了现代化的年代。
现今，我们吹起的是要进入超工业的资讯时代的法螺。
十年人事几番新，每个十多年则是一个年代的发展，历史的步伐何其急促！
这种速度的发展，从中国或世界的范围看，历史上是少有的。
香港这样子的变化，原是整个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
急促的发展，固然容易使我们觉得日新月异，感受到时代飞跃的进步；同时，一波接一波、一浪随一
浪的冲击，却不能不令我们产生不能自已的迷惘。
我们确实要有站住脚跟作点省察和回顾的时候。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很惹争议的人物，但是李鸿章首先指出了十九世纪后半的中国，遭逢
了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从十九世纪末到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百多年，中国变化之速之巨，在历史上真是无与伦比。
只要回顾一下近代中国历史的演变，大的事变一个扣一个，时期的转换一幕接一幕，波诡云谲、惊涛
骇浪和波澜壮阔，令人目不暇给。
近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中外都是显学，各种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以至人
物史的著作，真可以用汗牛充栋去形容。
通过众多的不同的学术著作，可以让我们对近百年中国在理性和理论上有所省察和回顾。
    但是理性和理论的认识中国近代史，正如我们站在岸上，看着江河的滚滚、大海的滔滔，但是我们
却无从体会到滚滚与滔滔之下的水流的脉动。
除非我们跳下去，泅泳一下，这样我们才会身受心感。
要真正洞悉历史，理性的认识和感性的体悟是同样重要的。
现今所见绝大部分的人物史、事件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写出的只是历史
发展的骨骼，如同我们站在岸上，看着的只是河海表面的波涛汹涌；至于风俗的移易、生活情态的变
迁、生命情调的转换等等内容，如同河海水流的脉动，才是历史发展的血肉。
一般地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作，使人能理性和理论地认识的多，而感性体悟的少。
缺少体悟，就无法贴近历史的脉动，不贴近历史的脉动，对历史的理性认识也不会完全真切，对一般
不是历史专业的读者尤其如此。
何况，真正能让人理性和理论地认识历史的优秀史著，往往奠基于对历史有真切的感受和及身的体悟
。
古代司马迁的《史记》、顾炎武的《日知录》，近代钱穆的《国史大纲》、陈寅恪的《隋唐政治渊源
略论稿》，以至新近大行其道的黄仁宇的大历史，都是作者观照现实历史而写成的，是一种历史感受
与客观研究相结合的著作，所以会动人。
    大量的自传作品，是感悟近代历史的最直接最珍贵的材料。
自二十年代起，个人传记的出版勃兴，蔚成出版风气。
其中理由除了出版的发达以及经胡适辈的倡导外，相信不少人物因遭逢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身心体验
了各方面的剧变，历史意识油然而生，自然将自己身所受目所睹，宣之于口挥之于笔的了。
在这样的大转变的时代，多有不平凡的人，平凡的人也会变得不平凡，而留下的都是不平凡的材料。
这为数相当丰富的自传作品，固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材料。
更重要的，自传是最传神，最能让我们贴近历史，体悟历史脉动的读物。
我们敬佩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识见，同时我们会为《史记》纪传中活现人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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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而让人留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卓越文学技巧而击节，因为司马迁做到了保持历史的客观描述的同时，
也让我们感受到几千年前历史的情状，嗅到了当时人物的生命气息。
近代大量的自传作品，是第一手材料，更能让我们去感受过去了的历史气息。
    或者近代中国历史太波澜壮阔了，读这些自传常使人遗憾而感到不足的是，大多传主所记的内容，
太着墨于牵涉时代的大事件和多关涉个人的事功上，轻忽了沉积千百年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以至
生命情态的潜移默化。
事后我们才发觉，平常事物虽至微，往往最能透露出文化价值本质的变迁，而且是我们最愿意了解的
。
本书作者别辟蹊径，通过大量的自传材料，从中捕捉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之微，条分缕析串连组合，
而且充分利用了自传的原材料，如实活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有绪，行之久远的童年生活形态及终经
西风美雨的洗礼而一去不可复返的历程。
童年的生活不是“小儿科”。
童年的成长过程，小的关乎一个人的一生；大的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童年成长和教育形态，以至该国
家民族民众日后的文化素质和生存价值。
    作者本书在描写传统中国童年生活及其迁变而使之成趣味盎然的知识外，文字间另有深意，一言以
蔽之，是对文化生活价值的终极的关怀。
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可阉割，对于外来的文化也不宜移植，只可接枝，经接枝的文化最具生命力，
最富创新性。
文化也不只是一两个抽象的概念，文化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形态，对一事一物的认识，是理解文化的基
础，否则游谈无根。
吟味本书展现的传统中国童年生活形态，对当前生活价值的追求、对日后文化发展的探索，提供了我
们可思考的余地。
    （陈万雄，近代史学者。
著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现任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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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别辟蹊径，利用1828至1938年出生的多达150余位名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
从中捕捉他们童年的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之微，条分缕析串连组合，如实活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有
绪、行之久远的童年生活形态，及其经西风美雨的洗礼而一去不可复返的历程。

　　从这部材料丰富、妙趣横生的著作中，我们既可看到那些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大人物既单纯又不平
凡的童年情景，又可看到数不胜数的小人物的人生如何构成传统中国的“乡土”特色，更可看到在十
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被日益卷进全球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瓦解和重构
中国人生活形态的过程。

　　这虽是一部舀取中国历史长河一个片段的“小”历史，却把握住了滚滚水流之下的脉动。
折射出中国千年未有的大格局的变动，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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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倩仪，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主修文史及教育专业，曾游学日本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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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张倩仪女士《再见童年》，是一部奇特之作。
在当今著述之林中，它独辟蹊径，另开新路，从当代时流大量的自传文字记载，去感受时代，研究历
史，条分缕析，发而成篇。
在张女士笔下，我们看见了一个消逝的时代，消逝的传统。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内容是什么，乃历历如画，展现于眼前。
胡适力倡传记之作，谓其用在于“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新路”。
此言诚是，为一时传记写作之兴，起了鸣锣开道之功。
张倩仪女士利用当代时流多达一百五十余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写成这么一部别开生面之
作，真是独得新境了。
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时代更迭，新旧交替，于中国而言，诚所谓千古之变局，而中西文化之冲突，
贯穿始终，愈演愈烈，于时所有之求变，上自意识变化，下至物质探求，思想之变易，学术之所向，
制度之求革，风俗之望改，“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章太炎语)，无一不为此两种绝然
不同的文化之冲突所衍绎以发生。
在本书作者所阅读和研究的所有自传中，上而及于宏观之文化，下而见乎具体之施为，亦无一不反映
了旧之逝，新之来，分门别类，条列以陈，乃所以补史籍之未载，得史事于感受，娓娓道来，如述身
之所经。
这也是一种史识。
陈寅恪先生一生强调“在历史中求史实”，脱离开了历史，无史实可言;史实之得，于亲历其事者之缕
述，亦在其中。
本书作者于研究转述中传播了史识，读其书者亦可以得史识焉。
是以，此作便是从名人自传中看时代与社会之作，了解何谓文化之作，何谓传统文化之作，进而便可
悟出文化承传与创新之义。
此作从各家作者童年之所身受，分纂为教育、家族、环境、游戏和工作、前途、价值观、宗教、女性
诸篇，而尤详于教育，其所举于教育篇者，多达二十三题，此亦自然之事，主题即在“中国童年”，
童年所经，自以受教为主。
作者《自序》不称此为研究之得，然而研究不足以成书，其教育篇所述，更多分析，乃是以具体事例
条分缕析，尤为研究有得之作，应更予留意焉。
作者近年多次返回大陆，眼见“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一去不返，中国人洒血洒泪所追求的，都在十多
年中以经济之手无声地做到了”(本书《自序》)。
其言甚是。
然作者在这本对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传统文化的审视和研究之中，就文化之传承言，亦有所感，请
见作者《自序》的两句话:“历史总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今日放弃的，将来我们或会缅怀甚至抢救。
”“人往往走完路之后，才回味路上的片段风光，而风光已经不再。
若未走完即回首，是否可以减少所交的学费?”我欣服其说。
我尝言，以著名的徽州文化为例，明清之际，徽学、徽商、徽戏、徽菜，以至于徽州乡土文化建筑，
是相继而起，同时大盛，其间经纬，很值得研究。
何以今日经济大盛，文化则衰落不振?在经济大潮中予文化以应有之地位，应是亟须予考虑并采取措施
的事。
是书之作，或亦可以于此有启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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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些年，流行怀旧。
    在个体层面上，中年左右的七○后八○后，借助网络，恣情地拾掇那些在物质贫乏的童年时代带来
甜蜜与美好的零零碎碎，在节奏越来越快的城市中想象着慢板生活；在历史时代的层面上，蜂拥四起
的有关民国的出版物、影视节目、言论，构建出了一股正气凛然的“民国范儿”。
    我们且把这两个层面结合在一起，看一看，那些举手投足就是“民国范儿”的人物，拥有着一个怎
样的童年？
    张倩仪女士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搜集整理材料，为我们细笔勾画了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代人
物的童年点滴。
除却鲁迅先生《朝花夕拾》《社戏》《故乡》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
之外：我们有幸通过张女士的辛苦努力，得窥当时那些散见于各种自传材料中的童年往事。
    温故是为了知新，就如陈万雄先生在序言中所说，儿童生活绝不是“小儿科”，小的关乎一个人的
一生，大的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童年成长和教育形态，而中国在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时
代漩涡的涡眼正是那些大人物的童年生活。
在大历史脉络下，他们的童年谱写的“小”历史，也许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那里隐藏着塑形现代中
国的基因密码，埋藏着许多我们尚未开采的宝藏。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39—1140—1220    读者服务：reader@hinabook.tom    后浪出版咨询（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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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做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
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出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鲁迅童年的生活不是“小儿科”。
童年的成长过程，小的关乎一个人的一生;大的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童年成长和教育形态，以至该国家
民族民众日后的文化素质和生存价值。
作者本书在描写传统中国童年生活及其迁变而使之成趣味盎然的知识外，文字间另有深意，一言以蔽
之，是对文化生活价值的终极的关怀。
　　——陈万雄，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在张女士的笔下，我们看见了一个消逝的时代，消逝
的传统。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内容是什么，乃历历如画，展现于眼前。
　　——唐振常，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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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再见童年:消逝的人文世界的最后回眸》编辑推荐：长期逃学的沈从文，屁股挨板子的郭沫若，晚饭
后听四叔钱穆吹箫的钱伟长，大年初一外出讨饭的彭德怀，满脑子地狱惨象的胡适⋯⋯100余位民国人
物200多部自传作品，细笔勾勒民国大师的童年成长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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