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民小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民小国>>

13位ISBN编号：9787539956251

10位ISBN编号：7539956259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余世存

页数：238

字数：1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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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民小国>>

前言

当我们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张勉（《环球人物》主编）最初计划在杂志开设“清末
民初名人新解”时，我心里很是有些纠结的。
其时“民国热”已经开始，文人、学者、媒体纷纷以一种昂扬的热情参与到这一盛事中，“民国范儿
”成了出现频率极高的热词。
那几十年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被解剖至最细小的零件，再放到显微镜或望远镜下，重新拼接、重新解
读，各种新异的理论层出不穷。
是否还有必要再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今天的我们，在兴冲冲地谈论“民国范儿”时，真的知道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吗？
就在我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在朋友的力荐下，看完了一本叫做《中国男》的书。
作者关注的正是波涛汹涌的中国近现代史，却看似没有兴趣参与时髦的制度之争、革命之辩，只是勾
画了特立独行的41个男人的侧影，为他们树碑立传。
不知男人们看后做何感想，反正足以令我这个女读者扼腕。
《中国男》的作者叫余世存，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人，80年代的北大生。
于是，就有了两年前盛夏的一个中午和世存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我们约在东四环外一个很简陋的茶餐厅里。
世存先生本人并没有他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那种掩饰不住的焦灼感，甚至没有多少青年才俊胸有城
府的派头，他看起来温和、从容，只是烟抽得很凶。
言谈间表达出的责任感、道德感，在他应该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流露。
偶尔，他也会对自己的观点有点犹疑：“现在不好说，需要再看看、再想想。
”他并不偏执，只是对思考有种近于严苛的要求。
他的身上有着和我们景仰的前辈学人一脉相承的“民国人格”。
我想，也许这个人可以告诉我们，在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该谈论些什么。
专栏开了一年多，我总是能在固定的时间收到世存先生发来的文章。
有时一两千字，点到为止；有时一个人物写到近万字，洋洋洒洒，纵横恣肆。
搞历史讲究知人论世，世存先生胜在知人。
他看人看得准、看得深，臧否得宜。
更难得的是，他坚持了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不人云亦云。
他目光如炬，却也有一份人情练达；下笔深沉，又进退有据。
他写陈寅恪——这种人生，在当时及今天，都是多少文人学士避之唯恐不及的，是多么可怜，甚至迂
腐的。
但陈寅恪从来没有为所谓的成功而活。
因此，今天最值得谈论的，不是陈寅恪的记忆力、学识和传奇，而是他在一个成功环伺的环境中坚持
了道理，让大道学问成了他人格的象征。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悲情力量能成为一种后人不可企及的传奇高标。
0000他写邵飘萍——今天人们纪念邵飘萍，更着眼于他的烈士身份和悲剧命运，即使新闻从业者向邵
飘萍学习，也仅说他抢新闻的本领，称道他反专制、反蒙昧、敢嘲笑军阀的勇气，赞美他的战斗姿态
和牺牲精神。
后人总是说，邵飘萍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楷模。
但事实上，邵飘萍在新闻史上的位置被虚化了。
他的新闻追求如其名一样，可东可西，亦正亦负。
正面评价，是战士，是理想主义，是“自由主义者”；负面评价，可能就是生事者，是不择手段的“
新闻至上主义者”。
他写唐绍仪——由于唐绍仪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他的心理，但他的表现
确实有着西方人对政治的豁达。
他并不消极悲观，而是像一个智者一样敦劝他遇到的政客、军阀们适时退出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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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他曾经劝清帝退位；袁世凯复辟后，他致电袁，“为国家计，为公计”，劝其辞职；袁
世凯死后，他劝新组阁的段祺瑞“退位”；后来，他还劝蒋介石“退位”。
在美国，退位是一种荣誉；而在中国，让人退位就是要人的命。
他写张作霖——他不仅比一般军阀多一些东西，也比喝过洋墨水的、有现代感的成功人士们多一种东
西。
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对中华文明揭示的人生之道的尊重。
这种人生之道，表现在内心是敬畏，表现在言行上是江湖忠义，是规矩。
即使张作霖的人生目标是权力之巅，所谋者大，但他那种尝试、冒险、挑战自我，永不知足地追求人
世间更高境界的劲头，也是中国人中极为少有的。
他写的是百年前的人，触动的却是21世纪活在当下的人们。
有读者来信说：“每每读到余世存的专栏，总会心中一凛。
”这样的读者，该是他的知音吧。
专栏进行到一半时，世存先生说，有点写不下去了，“太累了”。
为写一篇苏曼殊，他要把厚厚的几本《苏曼殊文集》重新看一遍；为写梁漱溟，他几乎要查遍关于这
位当代大儒的各种评传，而最终见诸刊物的不过是区区几千字。
他的认真，让我有些不忍。
但做编辑的人，都有一副硬心肠，在我的“逼迫”下，专栏继续了一年多。
同时，他还在为老子立传，研读《易经》。
心力交瘁时，他告诉我，要去云南休养几天。
现如今，财富已然成为衡量一切的法则，大多数有点聪明劲儿的人，为证明自己的聪明，都忙不迭地
加入到各类“显学”中。
留在学术圈的聪明人少之又少。
历史写作又是这样一门要下苦功夫、笨功夫的学问，尤其养不住聪明人。
世存先生能在这个清贫之地如此安之若素，对读者来讲，真是一件幸事。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话。
历史看起来波诡云谲、五颜六色，像是长篇剧情戏，实则沉重、压抑，其中比较好看的部分也是展示
男人间的阴谋权术、杀伐争战，似乎并不适合女性读者。
上海才子小宝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历史的关怀和兴奋点太爷们了。
因而历史写作，总是像一个男有（of men）、男治（by men）、男享（for men）的男厕所。
”世存先生自己也说得明白：“我只写男人，不写女人。
”但有不少文艺女、精英女自认是他的“粉丝”。
以我的猜想，一本书，能吸引女性读者，应该不愁卖不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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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学者余世存长期研习中国近代史的最新思想成果。
作者坚持个人的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坚持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坚持个人的独立判断
，回溯了大变局时代中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抗争，如邵飘萍、陈寅恪、张作霖、黄侃、顾维钧等。

 
作者试图找出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人的联系，深刻触动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历史情感，是我们自
身心量的丰富增益，只有这样，我们现实疲惫的心灵才能获得静谧、安宁、正念正信而正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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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世存，学者，湖北随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目前为《中华
英才》、《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
著有《非常道》、《非常道2》、《中国男》、《老子传》等作品。

　　
余先生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
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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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当我们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张勉
被误读的通经济时人
毁家纾难的屠狗辈
民国首任总理的人格意义
“宋氏王朝”的缔造者
有饭大家吃
值不值得谭嗣同
独立苍茫的先行者
实力卧榻的汤化龙
登堂入室的张作霖
风流陶成章
银行家的人生个性
乱世章士钊
80后的文治武功
阎公雅望
玩命情种苏曼殊
何敢特立而独行
报人邵飘萍
弱国幸有顾维钧
大成至学陈寅恪
人类之子晏阳初
直道行时自觉者
“仇必和而解”中的规矩和常识
跟唐德刚失之交臂
家天下中的个人关怀
跋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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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被误读的通经济时人 陈冠中先生有部小说曾走红一时，这部社会学品性更重的小说在相当
程度上是对10年来社会变迁的观察笔记，读者对这部小说见仁见智，书中提到的帝王师却让人感叹。
因为真正的帝王师是要拐走英雄豪杰的，他们自己也是英雄豪杰，从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一
直到后来的张良、诸葛亮、王通、刘伯温，都是了不起的人间英雄。
这个源远流长的东方政治伦理学时断时续，其内在的精神、风骨最终成为绝响，到今天，在陈先生笔
下，帝王师成了一个极不堪的一类人的代表，借用鲁迅的说法，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流氓”，只会借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遮羞。
 陈先生的作品让我想到了我国帝王学的最后一个大家——王闿运。
王闿运当得起英雄豪杰的评价，用我们现代人的标签，他是国学大师，是大史学家、大教育家、大文
学家、大诗人、大社会活动家。
这个人坦坦荡荡，作家王开林说他的特点是“硬”和“趣”：腰杆硬，膝盖硬，笔头硬；有逸趣，有
雅趣，有谐趣。
这个传统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巨人，却因为帝王学的式微命运失去了光芒，他的历史意义或社会功用
也被同时或后来趋新的仁人志士取代。
人们更注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一类人物的言行，社会剧变也求变，康、梁们也被抛下
，陈独秀、胡适、鲁迅们上场，“五四”新青年上场⋯⋯从王闿运的历史命运里，可以总结出太多的
经验教训，既有益世道人心，又有益于文明的重建新生。
只是今人看王闿运，多以一己之意来理解。
 这种对历史的谬托知己，单举一例来说，即人们仍以新旧来给人物贴标签。
在不少人眼里，王闿运属于旧式人物，属于过时的人物。
这种唯新是尚的心理说明咸与维新、与时俱进一类的时髦仍主宰着我们当代，我们社会因此沉淀不下
来什么厚重的人物，产生不出深思熟虑的知识产品，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难以开结“时间的玫瑰”。
 对王闿运的误解还有很多，比如人们把他当做苏秦、张仪一类的纵横家，他自己也说过“纵横计不就
”。
但实际上如前所述，作为帝王学的传人，他称得上希圣希贤的实践者，他的性格和言行中没有纵横家
一类的阴柔、刻毒、自私。
相反，他有着对天下苍生的传统仁爱，也有着明、清以来的个体自觉，他绝不缺乏对民众个体的关怀
。
对有心向学的普通人，他的诚恳、和易是我们今人多未做到的。
一个打铁的张仲飏，因为喜欢写诗，而被他待若上宾。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和后人眼里，只是增加了他作为大名士的名声，今人很难会通这种名士心中真正的
人性和文字的尊严。
 我在不少地方说过，由于我国现代性启蒙的特殊，使得今人难以做这种古今会通的工作。
“五四”前的华夏子民，跟我们似乎是两种人类族群；即使今天批评“五四”中断传统的人，也未能
切实地向我们讲明古人、旧人跟我们今人、新人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我们诚实，我们就应该承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仅体现在东、西之间，也体现在
前人和后人之间。
但遗憾的是，人们今天介绍王闿运，多把他当做戏剧化、脸谱化的人物。
人们谈论王闿运，有拿这样一个文明或文化的承载者打趣之嫌，或做谈资之无聊。
稍微严肃者，也只是把他当做大名士，而少有顾及他与我们今人的意义。
流氓帝王师在当代的泛滥，正说明我们没能把王闿运一类的历史人物当做思想资源的恶果。
 要知道，一个生前为各路精英侧目或看重的人，一个死后有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
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的人，一定有他的重量。
这种重量绝非恃才傲物的名士所可比拟。
这种重量级人物，首先是他的道德、文章、事功有益于国家社会，用今天的话说，他的人生堪称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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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的典范；或说，成败不论，成就高低不论，他的人生是一个公民所应努力的人生。
用王闿运自己的话说：“求友须交真国士，通经还作济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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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环球人物》杂志上的专栏及相关文字将结集出版，曦阳要我说几句话。
    跟数年前出版的《中国男》一样，这些文字以近现代史上的人物为主，一如既往地呈现我个人的史
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
有所变化的是，时过境迁，我已经不复有《中国男》式的青春激越，我选取人物更随意多样，再用一
句自卖自夸的话，我对人物的探索更进了一步。
举例说明，无论是《非常道》时期，还是《中国男》时期，我对近代人物的了解虽多，但有些人物因
无法理解而弃置不论。
像大刀王五、阎锡山等人，我曾经一再想涉足，但直到这两年才算满足愿望。
    有关王五的材料太少，我们只能想象他的存在。
幸而这几年我个人接触到不少民间豪侠之士，跟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的“原子个人主义”不同，跟我
们熟悉的势利不同，在他们那里，确实有人性的侠义肝胆。
  因此在梳理王五的事迹之后，我写下这样的话——梁启超认为：  “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
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
”这是梁对他战友心地最为精当的解读，也是中国读书人对江湖人最高的回报。
唯有如此，读书人才不负屠狗辈。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但到了谭嗣同和王五那里，这一中国社会中的功德和罪性现象有所救赎。
谭嗣同为我们读书人争得了荣誉，王五再一次证明了屠狗辈的肝胆侠义。
    10年前编著《非常道》时，阎锡山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在当时的了解里，他是跟辜鸿铭、韩复榘、陈炯明、冯玉祥等一个队列里的人物，有些漫画化，自我
中心，不可理喻，迷信，封建，无知于现代文明⋯⋯对这类人物，我一般是敬而远之。
这次再读阎锡山，我对他的谨慎、忧患大起同情，我承认这是一个未被大陆中国人认知的“先知先行
者”：在激进的时代思潮面前，阎锡山没有屈服，反而兼收并蓄，总结出他的中道哲学。
而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现代庸俗哲学，阎锡山的应对是平实的。
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日记中，他一直歌颂劳动，认为劳动创造收入。
他的两个儿子去美国创业，阎锡山告诫他们说：“我负山西责任时，你祖父说我，要知道你要负这么
大的责任，我一定叫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
准。
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工作的艰苦，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
神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做事进步上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
”他送给两个儿子16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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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并不偏执，只是对思考有种近于严苛的要求。
他的身上有着和我们景仰的前辈学人一脉相承的&ldquo;民国人格&rdquo;。
我想，也许这个人（余世存）可以告诉我们，在谈论&ldquo;民国范儿&rdquo;时，我们该谈论些什么
。
&mdash;&mdash;《环球人物》主编  张勉每每读到余世存的专栏，总会心中一凛。
&mdash;&mdash;读者对我个人来说，如果《非常道》捍卫历史正义有&ldquo;凿空&rdquo;之功，时至
今日，我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更像是在传播常识。
&mdash;&mdash;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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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民小国》编辑推荐：《非常道》之后，著名学者余世存，手绘现代巨人群像，十余年来研习中国
近现代史的最新成果，我们如何理解民国？
我们如何理解当下？
大民小国，还是大国小民？
一本书呈现一个大民小国的时代；一本书记录一代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
陈寅恪、梁漱溟、黄侃、顾维钧、唐绍仪、陶成章、章士钊、晏阳初⋯⋯透过《大民小国》，读懂历
史演化的逻辑，读懂历史人物的命运，读懂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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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他并不偏执，只是对思考有种近于严苛的要求。
他的身上有着和我们景仰的前辈学人一脉相承的“民国人格”。
我想，也许这个人（余世存）可以告诉我们，在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该谈论些什么。
 ——《环球人物》主编  张勉 每每读到余世存的专栏，总会心中一凛。
 ——读者 对我个人来说，如果《非常道》捍卫历史正义有“凿空”之功，时至今日，我对历史人物
的解读更像是在传播常识。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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