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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4月29日，深受全球华人读者喜爱和尊敬的人文大师、公共知识分子柏杨先生与世长辞了，他逝
世后引起的纪念思潮，足以证明他在全球华人读者心目中具有的文化声望与深远影响，而我当年有幸
写作出版这本《柏杨传》，并且蒙柏杨先生首肯，此生难忘。
    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社会上发生那么多以权压法、以势压人、以强凌弱的不公平事件，出现那么
多颠倒黑白的诬陷案件，那么多是非不分的丑陋习俗，那么多灭绝人伦的家庭惨剧，我总是不知不觉
地想起柏杨先生作为新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典范和人格榜样的知识分子形象，仿佛他的真知灼见能够给
予我——也许包括信奉自由思想的每个人——精神的力量，一方面使我内心镇静，另一方面又使我思
考人性何以至此。
    我相信，在信仰自由意志的广大人群心目中，柏杨先生始终是活着的起到典范作用的人物。
愿柏杨先生安息！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已去世的父亲。
当年几乎是这本书出版的同时，我父亲就被诊断出患有绝症，而且是晚期。
当父亲在病中翻看完这本传记不久，就永远离开我们，而我却没有来得及再看他最后一眼。
    十几年前，当我写作《柏杨传》时，似乎并没有想过出版的问题，因为刚踏入社会，抱着满腔热情
，写这本传记更多的是兴趣爱好。
有一次，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李少君先生，他看到我写的《柏杨传》初稿，好奇
地询问我，这是你写的毕业论文吗？
我说只是自己的兴趣。
于是他热心地介绍我去找他在某报社供职的朋友，这位朋友看后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他计划分期在报
纸上连载，我听了自然很高兴。
不过没多久，这位朋友就转告说他们的主编不同意连载计划。
虽然没有发表成功，但我依然感谢李少君先生和他的朋友们。
    现在，这本传记已经出版，而且还能得以再版，这一切都要感谢广州的花城出版社，是花城出版社
当年的肖建国社长和现任的詹秀敏社长共同促成了这本《柏杨传》的公开面世，对于一个作者而言，
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
    很久以来，我在内心里一直对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充满深深的感恩之情！
    现在，利用再版的机会，再次感谢他们1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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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柏杨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极具争议的反传统文化的思想人物、历史学家、文学家，深受全球华文读
者的喜爱和尊敬。
柏杨的一生经历坎坷，富于传奇色彩，他的代表作《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柏杨版通
鉴纪事本末》等均有着巨大的影响。
传记较好地将柏杨的人生脉络、思想演变、创作经历、成就地位做了清晰的梳理和中肯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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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斌，1971年生，祖籍海南文昌。
1994年9月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起涉猎传统文化问题及从事柏杨生平与思想研究。
1999年9月与人编著《园林绿化ISO9001质量体系与操作实务》（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2002年7月出版《柏杨传》(花城出版社)。
目前在深圳从事园林绿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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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出生在一个从“槐树下，摔锅片”的山西洪洞县逃亡到河南辉县的郭氏家族里，幼小的生命一开始
就遭遇丧母的苦痛。
    1.郭氏祖先    中国人往往都有喜欢编纂“族谱”之类的传统，作为个体生命在血缘和归属上的证据。
柏杨在1987年也编了一部《郭氏族谱》，确认了自己的河南辉县人身份。
柏杨是河南省辉县人，也就成了柏杨有生以来，唯一一件比较没有争议的事情。
    柏杨作为我们时代到处被人谈论却不被人了解的人物，佐证之一是包括他在内谁也不知道他的生日
是哪月哪天。
而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怪他母亲一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而且他的父亲又常常跑到外面做生意，
以致后来当柏杨惹下文字祸端，被国民党当局捏造罪名逮捕入狱，柏杨就只好以他被抓的那一天3月7
日，作为自己永久的生日了。
    河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文化重镇之一。
它有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都城新郑，筑城时间远在公元前27世纪，距离今天已有四千六百多年；还有
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都城开封，因为它的地势比黄河河床还低，所以黄河一旦发生决口，开封就首
当其冲地倒霉，而且开封城由于四周缺乏天然屏障作为保护，如果爆发战争，敌人就能长驱直入，而
且不必很艰苦就能攻陷。
历史上有太多的以开封作为首都的王朝最后往往都以被杀戮而告终。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一度用“中原”来指称中国，而狭义的中原，特定情况下，指的就是以河南
为中心的一带地理区域。
同时河南也称为“中州”，那是一片伟大而神奇的土地。
    1920年，柏杨就出生在这片伟大而神奇的土地上的一隅——河南通许县。
    柏杨出生的时候，天上既没有呈现什么吉祥的瑞气，地下也没有出现任何诡异的氛围，完完全全是
一个凡夫俗子降临到这个大干世界。
因为自己的出世，没有像古代典籍记载的一些帝王圣贤在隆重降生之际，总会冒出某种预兆之类的玩
意，加上也没有人为他编造那种连篇鬼话，特别是在后来几乎遭到枪毙的命运的时候，柏杨也只好承
认自己是无人看管的“野生动物”了。
    柏杨的生身母亲——我们只知道她姓魏——在柏杨出生后不久就不幸离开人世，离开她年幼的儿子
。
一直到今天，包括柏杨在内，已经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而且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对女性一
般甚至于一概只称呼她的姓氏。
也许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女人有没有名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要会生儿育女，并且，是要
生儿子。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生儿子——有时候不止于要生一个儿子——总是让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长辈们最
高兴的事了。
    郭学忠先生——柏杨的父亲——也是如此。
不过早在柏杨出生之前，柏杨的母亲已经为他生过一个男孩，只是不幸早天。
大约是经历过一次丧子之痛的郭学忠在心理上存有余悸，提心吊胆于万一倒霉时，这种打击再次出现
。
所以，郭学忠对此保持了谨慎的乐观。
    但无论如何，弄璋之喜总是中国人家庭里的一大快乐。
郭学忠兴致勃勃地给柏杨取了一个乳名“小狮儿”，学名叫“郭定生”，以后又陆续有“郭立邦”、
“郭衣洞”出笼。
直至后来柏杨以笔名“柏杨”扬名立世，才停止频繁改名的兴趣，而这些名字的后面都有一段值得人
们回味的故事。
至于另外一个笔名“邓克保”，那是柏杨为了怀念他的初恋兼暗恋的女同学邓克保而采用的，也仅此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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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行文的方便，本书从一开始就只用“柏杨”这个名字来叙述，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再弄出柏杨
的其他曾用名。
    柏杨的父亲虽然热心给他取了几个名字，但却没有热情记住柏杨的一个小小生日，造成现在的柏杨
只有被人谈论而不被人了解，以致柏杨在28岁的时候只好自己给自己捏造了一个“生日”——11月1日
。
这是一个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情结的时间(详见第四章第六节的叙述)，并作为“生日”伴随
柏杨度过了将近30年的光阴。
实际上在柏杨的记忆中，他父亲曾经跟家人提起过正月初九是某个孩子的生日，然而柏杨那时候还太
小，根本不晓得生日这回事，长大之后隐约想起，但已不能肯定是他自己的，从此也就不了了之。
    一切秉持现代自由理念的历史学家已经取得一致见解，那就是明王朝是中国人历史上最残暴的专制
政权之一。
在这个黑暗衰败王朝的末年，中国北方广大的土地上出现了恐怖的天灾人祸。
那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旱灾又引起了蝗灾，于是饥荒形成。
中国痛苦大地上的人民一边反抗暴政，一边万里逃荒。
当时远在山西省洪洞县的一个郭姓家族，也在奄奄一息的残喘中，分散逃亡。
其中的一支郭姓人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新的“乐土”——河南省辉县；更多的人则逃到了现在
的台湾。
    辉县在历史上同样属于古老的城市，在纪元前的历史时代人们叫它“共城”，共城虽然不广为人知
，可是在这座小城里却有过一段著名的史迹。
那是赢政大帝消灭六国的时代，赢政把曾经是他的结拜兄弟的齐国君主田建先生及其公卿大臣流放到
这里，并且断绝他们的食物供给。
不久，这些人就分批地拼命逃亡和逐渐地死掉。
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田建的王后和王储也跟着他受罪，并且最后竟然没有了他们的下落，成为千古
之谜。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批在中国文化界鼓吹乡村建设理论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陶行知、梁
仲华、彭禹庭等人选择河南辉县作为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践基地之一，筹建河南村治学院，这一批学者
、专家的努力，给当时当地的乡村教育乃至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崭新的办学思想，发挥了历史性的
影响。
    柏杨一直等到10岁以后才知道辉县是他的祖籍之地，从此就难以忘怀，辉县曾留下了他调皮捣蛋的
童年往事，以及挥不去的乡愁。
    从认祖归宗上看，今天的河南辉县人就是昨天的山西洪洞人，但是延绵不绝的苦难，似乎已使人们
对自己的祖先失去了记忆，况且他们在辉县这块土地上，已经休养生息了近四百年，到了柏杨的父亲
郭学忠这一脉，业已13代之久了。
    P0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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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界上有一些不能用道理去解释的东西，比如缘分。
对于我这本书而言，它的命运几经波折，但同时又因缘际会。
正当我对它几乎采取顺其自然态度的时候，忽然获得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先生的注意，并得到花城
出版社对外合作编辑室主任詹秀敏女士的正面肯定。
更使人惊喜的是，就在花城出版社审读拙稿期间，肖建国社长一个电话打来，告诉我柏杨先生的太太
张香华女士正在广东佛山作短暂停留的消息。
就是这样，在当地的华侨大厦，我见到了刚从南斯拉夫参加完国际诗坛朗诵会回来的张香华女士，同
时也见到了素未谋面、但平易近人的肖建国先生和对稿件提出宝贵意见的詹秀敏女士。
张香华女士近10年来在国际华文诗坛相当活跃，只可惜我不懂诗，幸好我可以就有关写作《柏杨传》
的缘起向张女士和在座各位作交代。
初次见面的席间，我曾对肖建国社长表示我的感谢，詹秀敏主任告诉我，肖社长作为一个出版人，很
能理解每一个作者出版作品的困难，肖社长本人总是尽可能对他们提供及时的帮助，而不论此前是否
认识作者。
这一场相识，使我深信缘分的力量无所不在。
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多年来张香华女士给我寄赠的台港原版书籍等第一手资料，这本小册子的撰写势
必无从下手，而如果没有肖建国先生及花城出版社的鼎力相助，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也难以预期，也就
不会有后来和各位朋友相识、请教的机缘。
这本拙作虽然耗费了我不少精力，但仍感力有未逮，承蒙花城出版社和肖建国先生不弃，最终得以出
版，除了表达我对以上诸位的感激，我自当感谢陈宾杰先生，他指出了书稿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有
崔渝生女士、我的父母亲以及所有鼓励、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请接受我至诚的感恩！
作者2002年3月7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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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柏杨著作对我的影响，有若《圣经》对人类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人家认为《圣经》来自上帝，我认为柏杨著作来自人类的智慧。
    ——美籍华裔科学家孙观汉博士    柏杨是中国的伏尔泰，是一位产量丰富、眼光锐利、下过功夫研
究的社会评论家。
目前他以对中国人与巾国文化严厉的批评声名卓著。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多弗    柏杨先生是一位能冷静谈论民族主义的人物。
他虽然是一位不能代表所有中国人的中国人，可是我发现他却是一位最能代表中国人的良心，又最有
决心追求中国人尊严，也重视人类尊严的中国人。
    ——日本作家、学者黄文雄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柏杨对现代化中国的民主化，所作的努力及雍容坦诚的自我剖析方式，形成了令人欣喜的惊人力量
，不但震撼了台湾，也冲击了大陆的青年知识分子。
造成一个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影响。
    ——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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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柏杨传》由韩斌著，本书是关于柏杨生平的传记，主要是叙述柏杨先生坎坷曲折而又激流汹涌的一
生，至于柏杨先生著作和思想不断引发争论的情形，作者没有能深入表述，乃至他与李敖先生之间的
恩怨，也只是简略述及，这并非笔者有意回避，而是因为，要想详细全面地分析这些争论和恩怨的始
末，恐怕这本传记要膨胀到600页以上，也许这是比较适合评传性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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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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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