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书与怀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读书与怀人>>

13位ISBN编号：9787510702051

10位ISBN编号：7510702054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中国长安出版社

作者：许君远  著,眉睫 许乃玲  编

页数：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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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书与怀人>>

前言

　　序言/谢泳　　眉睫立志编辑《许君远文存》，这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
眉睫前已收集过冯文炳（废名）的史料并有相关专书问世，他的兴趣和努力我非常认同，希望他以后
在这方面能再有所成。
　　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传统是“论说”，这是大传统，另一个处于边缘的小传
统是“掌故”，主体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那些专门写“书话”的作者，以陈子善为主要代表。
我个人的学术趣味，偏重后者，所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掌故”派，一向非常佩服，因为他
们的研究工作无论大小，都有意义，除了史料积累，更有为那些被历史遗忘者招魂的苦心，眉睫应当
说是这个“掌故”传统中的后起之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论说”传统，相当于正史，而“掌故”传统相当于杂史，正史杂史相互
参证，应当成为今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瞿兑之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一士类稿》作序时曾有名言，论述判断史料的基本态度，他说：“自来成
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
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冯文炳也好，许君远也好，都曾面临“淹没无传”的
处境，眉睫能把自己的学术眼光投向此处，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境界，套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名
言，有境界自有高格。
　　对于许君远先生，我没有任何研究。
只是当年做《观察》杂志研究的时候，稍为留意过此人，因为他是列在《观察》杂志封面下的“撰稿
人”之一，也为《观察》杂志写过文章。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研究者想要知道一点历史人物的情况，远比今天要难。
我写《〈观察〉撰稿人的命运》一文时，所能得到的许君远的材料非常有限，连他是“右派”这样重
要的历史信息都不曾得到，所以现在看了眉睫的研究，真是感慨良多！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见到吴方兄，那时他还没有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刘梦
溪先生一起编《中国文化》杂志，他知我在研究《观察》杂志，曾和我提过一次许君远，感觉他好像
和许家有点联系，或者是他知道许君远的许多情况，但没有细说下去。
不久吴方兄英年早逝，再想问出更多情况已不可能。
　　眉睫编辑的《许君远文存》马上就要问世了，这个学术工作的意义将会越来越为研究者注意。
我和眉睫至今不曾谋面，他要我写序，我因为对许君远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所知甚少，一直不敢答应，
今天收到他的短信，感觉不能再拖，就写了这一点感想。
　　　　二○○九年八月八日　　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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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收录许君远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为主，此类文章生前从未结集出版，而是散落在各
种报刊中，不少是难以查找的偏僻报刊；许君远家人所编《许君远文集》，已收录不少许君远的散文
、小说，但漏收了一些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这类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较为
一般关注民国文坛、报界的读者所欢迎，同时也可为文学史、报刊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
一些参考资料。
　　《读书与怀人》正文共分为三卷。
卷一以收录读书笔记、文艺杂谈、前言后记一类文章为主，我们借此可以了解许君远的才情、学识，
其中不少也涉及民国文坛，如评价左翼作家王余杞的长篇小说。
卷二收录有关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方面的文字，其中多为评论或回忆民国艺坛，涉及赵望云、
熊佛西、卫仲乐、张书旗、沈尹默、汪亚尘等许许多多艺术家，因此显得材料珍贵。
卷三收录怀人、自传篇什，透露出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文坛、报界信息，如关于徐志摩、梁遇春、蔡
元培、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回忆，同时许君远所写的一系列关于北大和民国报界的回忆文字，都是
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这些是《读书与怀人》史料价值最丰富的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反映许君远整个一生的变化，尤其是许君远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七年前后发生
不少微妙或离奇的“蜕变”，经再三考虑，编者仍将作者写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特殊时期的文章酌量
收入，如使许君远戴上“右派”帽子的《发言二则》、《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等，同时也收入许
君远晚年在意志消沉之后的《自传》等文字。
让读者自己去体味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转变中自然适应和痛苦挣扎的相互共存。
　　《读书与怀人》附录的十篇回忆许君远的文章，写成于不同年代，大致可以窥探各个时期对许君
远的追忆、评价。
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许君远的家人，又有许君远的学生，还有许君远的同事、朋友等，从各个角度反
映了许君远的文艺成就和精神品格。
附录十一系由笔者所撰《许君远年表》，总共万余言，主要内容为许君远生平事迹和著述版行情况，
并尽量收入谱主与文坛、报界有关的文字，以凸显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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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记北大的教授群　　我喜欢北大的自由空气，尤其随心所欲的选课办法，非常合乎我这一个懒散
的性情。
我生也晚，未能躬逢北大的全盛，当我考进北大的时候，辜鸿铭、王国维、刘师培等都已老去，顽固
一些的同学都在叹息北大在向着下坡路走，教授们一代不如一代了。
　　但是一个从乡下进城的孩子，还是觉得它充满了新鲜和刺激。
同时尽管有一些人走了，留在校内仍然不在少数，如崔适、刘毓盘、黄节、刘文典、林损等人，也都
自成一家，成为青年崇拜的偶像。
与他们对立的便是五四以后的“文化英雄”，阵垒尤其完整：这其中包含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张
凤举、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马叙伦等。
两派不一定有一种成形的分野，同时黄晦闻、刘叔雅两人思想绝不顽固，不过林公铎在课室中往往是
骂人多于讲学，每当酒后耳热，把马褂脱下，挽起袖子大说某人的见解并不行，某人的学识浅陋的时
候，真令听者宛然如坐在戏馆里听说书，一点儿也不感觉厌倦。
　　在预科我就旁听过崔适的课。
那时他就已经七十多岁了，入课室必须有人搀扶。
我对经史的素养太浅，尤其是他那一口南方口音使我听起来很吃力，上了几个月的课毫无心得。
同时选他的课的人数也不多，大概都是因为畏惧其艰深之故。
黄节的诗，刘毓盘的词都有独到之见。
刘文典风致翩翩，他讲文选学和六朝文，公认为最合身份。
　　此外我还选过张凤举的《文学概论》，他把中西文学融会贯通地编为讲义，给了我很多的灵感。
他能够引用中外名著，综合的分析介绍，并缕述他的新奇的发现。
他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诗意浓厚的散文。
他又说，屠格涅夫的小说如《春潮》，如《前夜》，如《父与子》，在结构上都能超人一等。
这论调深获我心。
　　沈兼士、沈尹默、钱玄同、朱希祖的课我都听过，因为太专门，浅尝辄止，不敢抱学分的奢望。
鲁迅的小说史我倒不曾缺过课，实际他在课堂上同林公铎犯了同样的毛病，批评时事多于就书本的正
面发挥，而其引人入胜则在他善于诙谐。
方曹锟、张作霖在北方对峙之际，他偶然说起古代门神是“神荼郁垒”，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换成一
个黑脸的尉迟公，一个白脸的秦琼。
若干年后，说不定又被换成曹锟、张作霖了。
课室为之哄然。
　　胡适之的课我不曾选过，原因也因为太专门，同时我对哲学也没有基础。
以此类推于梁漱溟、陈大齐。
不过他们的讲演我每次必听。
在公开集会上胡适之的谈锋真够锐健，梁漱溟的口才则瞠乎其后了。
　　进了英文系，我一直以一半国文系的课程维持我的学分。
英文系的教员最初有张歆海、陈源、温源宁、赵太侔，后来又有徐志摩、叶公超、林语堂。
陈通伯博览群书，他的英文小说给我的影响极大，由于他的指导，我读完三四百本名著。
他现在伦敦担任国际宣传处的专员，负责沟通中英文化的责任。
张歆海讲英国文学史，但不到一年他便走入仕途。
去年在纽约商启予将军的酒会中碰到，说起“红楼”旧事，他想不起还有这样一个不成材的学生，絮
絮不已，完全脱去了当年课室严厉的作风。
温源宁担任过系主任，他的英文修养够格，他讲过文学史、莎士比亚、英国现代小说。
近年也搞起政治来了，我很为他的所学惋惜。
赵太侔在北大时期很短，我上过他的戏剧课，他走了以后，课程由一位英国教授毕善功接替。
他现任山东大学校长，今年在上海见到他，重投了一次门生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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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讲英文诗，因为他同时主编《晨报》副刊，叫座力非常强。
而飞机撞山，正是在他北大教课的任上。
叶公超担任英文写作和英国短篇小说，战后他以国际宣传处专员的资格走遍英美。
他在纽约曾向我夸口说：“纵横鲜卑语，不作外交官。
”王部长的电报他已经谢绝了。
曾几何时，他竟正式跑到外交部里置身要冲了。
林语堂担任基本英文和发音学，他的一口美国式的英文真够动听，讲书也活泼生动。
后来教书教厌了，便远走美国，以《吾国与吾国人》而大出风头，于是接着他又写《瞬息京华》、《
生活之道》，加拿大为之纸贵，他也就发了一笔“外财”。
　　上面所举的几位英文系教授除了徐志摩作古，赵太侔未脱离舍之门，其余都已改行，或者青云直
上，或者海外寓公。
如今胡适之先生由驻美大使重回北大，并不能把老教授全部拉去。
学风动荡，他一定感到施政的困难。
　　十年不回北方，不知道沙滩是不是保存着旧日的面目，“红楼”里面是不是学术气氛弥漫。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书与怀人>>

编辑推荐

　　陈子善眼中又一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大公报》主笔讲述民国报界文坛轶事　　现代作
家、著名报人、翻译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沈从文为其未入《中国新文学大系》鸣不平　　本书
收入了许君远生前从未结集出版的文章，不少散落在各种报刊中，有些难以查找的偏僻报刊，具有文
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本书有多篇评论谈及民国文坛艺坛，涉及王余杞、赵望云、熊佛西、傅抱石
、卫仲乐、张书旗、沈尹默、汪亚尘等许多艺术家，因此显得材料珍贵；　　本书多篇忆旧怀人文章
，透露出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文坛、报界信息，如关于徐志摩、梁遇春、蔡元培、张季鸾、胡政之等
人的回忆；　　一系列关于北大和民国报界的回忆文字，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附录的十
篇回忆许君远的文章，写成于不同年代，大致可以窥探各个时期的人对许君远的追忆、评价；　　青
年学者眉睫所撰《许君远年表》，总共万余言，主要内容为许君远生平事迹和著述版行情况，并尽量
收入谱主与文坛、报界有关的文字，深具史料价值；　　本书可为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报刊史研究、
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补充一些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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