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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方人物周刊》的创立是基于《南方周末》。
它最初的主创人员也都来自于后者，它的文化理念自然地延续了《南方周末》的传统，公平、正义、
良知等价值观成为这一团队的共识；同时，对人的价值取向，平等、宽容、人道的理念又成为这本杂
志的核心价值。
从这套丛书中，你不难读出这本杂志所要传递的精神气息，从表层的作品中你更想知道，这是一个什
么样的团队，他们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学会平等这门常识课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刊培训会上，大家围坐在一个四方形的会议桌旁，没有
主席台，也没有领导位，学着开平等民主的圆桌会议；大家互称老师或姓名，没有权威指令，没有一
家独大，只有争辩、畅想，共同为这个即将出生的婴儿描绘一个愿景，而它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如何平
等相处，如何尊重他人，这不仅是这本杂志所要传递的价值观，也是这个团队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平等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如它开会的模式，或相互的称谓，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团队不以权力、学
历、职位取人，而是把平等建立在人生而平等这一普世价值上，它不是一个团队的管理规则，而是内
生于每个人心中的常识与理念。
中国改革的三十年就是一个建立常识的三十年，平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为熟悉又最为陌生的词语，
在“官本位”仍然浓厚的国度里我们并未做到“以人为本”，多以权力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当资本充
盈在市场经济的动脉里，“金钱”又成为论定人之地位的砝码，权贵与资本被视为成功的标尺。
我们承认，人的能力有大小，地位有差别，财富有多寡，但人格是平等的。
不少人会问，《南方人物周刊》做成了，关键在哪里？
当然有很多答案，比如定位准确，南方报业良好的平台，有一批优秀的员工，但最为重要的是内部的
团结，没有内耗，大家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
作为管理层，大家理念趋同，相互支持，哪怕业务上难免有不同观点，但都能出于公心，而不计个人
得失。
他们不仅要平等待人，还要身先士卒，规则针对任何人，不因你是管理者而网开一面。
正是从这些细节中，《南方人物周刊》建立了一个平等和谐的文化氛围。
一位经历过各种内耗的员工谈他之所以选择来杂志社，原因就是“你们内部没有争斗”。
没有争斗并不等于没有争执。
一个团队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在这样一个平等的环境里，员工可以大胆地提出问题，
采编会上也可能吵得面红耳赤，对管理者提出批评，因为都是业务讨论。
但最终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发现，我们还不会民主地讨论问题，虽然我们都能背出“我不同意你的观
点，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真正辩论时却有可能意气用事，事实上每次争辩，都是一次学习
民主的过程。
可以想象，依据这样一种理念，出于对工作的批评，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
《南方人物周刊》是少数几家对记者没有量化考核的单位，一些前来交流的同行觉得不可思议：那不
是让记者放任自流混日子吗？
我说我相信我们的记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尊严，会为荣誉而战，制度只是为了约束他们的最低工作
，但不可能成为内心的动力。
如何激发他们内心的工作欲和责任心，让他们体会到不仅仅是为工作而做，也是为自己的职业而做，
这才是管理的精髓。
况且，杂志社对文章的要求更高，我们要鼓励记者写好稿，就要给他相应的时间去打磨，不要让他时
常处在量化的压力当中，写出好稿比什么都重要；而且，记者的状态总有起伏，一段时间状态不佳，
要让他有调整的时间，管理者要宽容地对待记者一时的消沉，相信他们的实力，他们才会有信心，一
旦恢复过来，又会重现昔日的辉煌。
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便是尊重所带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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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媒的高度竞争中，人才的流动成为常态，《南方人物周刊》也不例外。
面对每位要走的员工，我都强调三点：一、我尊重你们的选择，同时为人物周刊感到遗憾，因为你们
都是非常优秀的员工；二、祝福你们能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三、如果在外不顺，欢
迎回来。
人物周刊有一些员工已是几进几出，他们在外转了一圈后还是认同人物周刊的企业文化，这种开放的
心态和魅力才是留住员工的最大动力。
因为我们一直希望的企业文化是能为员工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他们不仅在这里获得事业的成就感，
同时能够享有起码的生活尊严，二者缺一不可。
以真实人性为方法论长久以来，我们对人的认识囿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判断，手持非黑即白的道德画笔
，要么把人神化，要么把人鬼化，好人好到极致，恶人恶到极点。
这种脸谱化、妖魔化的认识论，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就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分，表扬稿和批评稿
之分，人性自身的善与恶被撕裂为两半，分别披在所谓“好人”和“坏人”的身上；更为荒谬的是，
出于某种政治和利益的需要，不顾客观真实的新闻原则，为某些人大涂油彩或大泼脏水，使得当下的
新闻报道中，表扬某些人比批评某些人要付出更危险的代价，批评某些人比表扬某些人更具有获利的
先机。
重新打量每个生命，这是《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以来所一直秉承的对人的认识理念。
我们希望一改过往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把人还原到人性原点上，抛弃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和道德的简
单化，回归人物应有的多元、复杂、善恶并存、变化莫测的基点上。
可以想见，世事有多繁复，人心就有多微妙，在对人的认识上，我们只有心怀谦卑敬畏又冷峻谨慎，
才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人物的真实性。
这既是对采编人员的职业要求，同时也是内生的一种文化理念，从而更为理性地去看待人。
理念无疑是思想的指南，方法则是行动的利器，器物层面的方法论可以使记者的采访进入一个良性的
轨道，掘进到人物的内心和实质。
就人物采写的方法论而言，因其记者个性的不同常常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但大致可定位在从人的本性
出发，进而推及到人的职业属性，最终拓展到人的社会属性。
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
人之所以千差万别，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同性格的人在同一事件面前会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这对我们采访人物具有指导性意义。
所以，面对面的采访给了记者一个最真接的印象记忆，他的形象、气质、谈吐及各种微妙细节，不仅
使记者对人物有一个直接的性格判断，而且会在记者后来的写作中成为影像的记忆，成为开启人物为
什么而做的动因和钥匙。
人出生于某个阶层、长期从事某种职业会在其身上烙下与其他阶层和职业不同的价值观、行为方式、
思维个性和思想情感，从阶层和职业属性入手是把握人物特质的一条捷径。
所以，人物记者也常常分线，他们可以在长期的专业采访中成为某一行业的准专家，可以最有效地直
抵人物的内心世界。
就是说术业有专攻。
采访时政人物要从政治利益考量，采访财经人物要着眼商业诉求的最大化，采访文化人物更看重他对
世界的观察感知，采访艺术家则要捕促他对人生的表达方式，这样你才能呈现不同人物的不同特质。
但人最终还是社会的一分子，无论他的性格如何，职业所决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何，他都带有这
个时代的烙印。
观察一个人，我们常常要把他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放在与他相关的同时代的人物中进行比较鉴别，
既要找到人物的个性和职业属性，又要看到时代的潮流是如何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人就是在这种有限的规范中，展现出不同的命运，它既是时代的，又是个人的，既能看到人物个性的
张扬和命运的陡转，又能呈现时代风云流变。
从这套丛书中，你就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个人物的命运，还能读出时代的变迁。
徐列2011年6月1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家>>

内容概要

《世家》是《南方人物周刊》上“家族史”专栏历年精品的结集，记录梁启超、曾国藩、袁世凯等八
位近现代风云人物的百年家族史，既上溯其家族发迹之源，又追踪其子嗣延续之流；纵观其气运之流
变，细窥其陨败之兆象，《世家》揭示其荣盛之玄奥。
实可谓“记一家兴衰，观百年荣枯”。
随文配有百余幅珍贵历史图片，更特别制作“垂丝图”梳理家族谱系，可谓兼取《史记》书表纪传之
长，使得此书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堪称一部别开生面的近现代家族史。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家>>

作者简介

《南方人物周刊》是南方周末出品的综合类人物周刊。
它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办刊宗旨，以“平等、宽容、人道”为理念，关注那些“对中国的进步和
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彰显人类的向善力量和深遂驳杂的人性魅力的人”
，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为读者奉上一席精神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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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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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885年，大清外交官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称
中国“似人酣睡，固非垂毙”。
同治年间，由恭亲王奕诉和文祥在北京主持，由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在京外推动的自强运动，是
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棒喝和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最初的觉醒。
从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和文祥聘请外国军官在天津训练新军，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中国
积极致力于国防的近代化，而国防的近代化又必然要求交通、教育和经济的进步，于是同时有了建铁
路、设新式学堂、设招商局、开采煤矿金矿等一系列的新举措。
自强运动只是在科技层面上学习西方，该运动的五大领导者都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内在精神完美无
缺，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借鉴他人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
遗憾的是，技术进步远不能解决一切，甲午海战，排名世界第八的中国海军败给了排名十一的日本海
军。
梁启超对于自强运动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变法——王莽的变法和王安石的变法，都以失败告终。
1898年，光绪亲政，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推行了冒犯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百日维新。
很快，戊戌变法以惨败告终。
1901-1905年，慈禧太后推动了一次几乎与1898年的改革雷同的改革。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国，实业家张謇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
和专制主义的失败。
”梁启超也开始大力鼓吹君主立宪思想。
1905年12月，五人考察团赴国外考察。
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宪法大纲”，规定宪法生效以前，仍有九年预备期。
这个“大纲”实际上给了皇帝比日本模式更大的权力，它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统统属于皇帝。
1910年，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宣布宪政筹备期缩短为六年，但是很快他就组织了一个“皇族内
阁”，十三个任命者中皇亲国戚占了五位。
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政府的统治。
20世纪的中国以如此轰轰烈烈的巨变开始，随后的百年，有更多的轰轰烈烈，更多的迂回曲折——民
国兴起、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新文化运动、国共角逐、八年抗日、国共内战和新中国建立。
1949年以来的历史，其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不因为距离我们更近已被穷尽，它的深处，深处的更多真相
，仍在被人们不断挖掘。
回顾历史，惯常的做法自然是从第一年说起。
这样一种做法有它的方便之处，但是也有可能斩断近代史这一处处因果相联、难以机械拆解的活体。
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最想弄清楚的，是我们从哪里来，以便知道我们想要和可以往哪里去；我们可
以知道，我们在哪儿前进了，又在哪儿倒退了，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哪些方面却原地踏步。
自创刊以来，《南方人物周刊》一直忠实于自己的办刊宗旨——“记录我们的命运”。
2009年，无疑是一个挖掘中国和中国人之命运的富有意味的年份。
不久前，国外有人说，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政治大国，而有关中国崛起的言论
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1949年距今是一个甲子，再往前推进一个甲子，恰恰可以涵盖百日维新的重要时刻，并且可以衔接由
奕诉和曾国藩等人主导的自强运动，将近代中国的梦想和今天的光荣打通，将百年前的激荡与今天百
味杂陈的现实联接，通过一个个影响过中国的著名家族的故事，来完成我们对于百年中国的回望。
这是我们推出“百年家族系列”的缘由。
首先出场的是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是晚清至关重要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李鸿章），堪称革新和守旧的典型。
从清末开始，曾国藩生前最看重的名声已经“毁誉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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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章太炎所称的“民贼”，到解放后范文澜所说的“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曾国藩顶着这些
帽子进入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史学家在“曾国藩是刽子手还是近代化先驱”这个命题上，耗费了不少心思。
20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推出的三十册《曾国藩全集》引起外电评议：“其重要性可以和中国发射
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
”随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引发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曾国藩热”。
从曾国藩这样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上，人们汲取了诸多政治智慧、实干精神、为人处世之道。
喧闹中，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沉潜学人的声音，他们沿着曾国藩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和诗文，深入
到百余年前中国士大夫身处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真面目给出独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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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进入激荡百年的纵深处2009年对于媒体来说是个大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对中国人来说，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一个大轮回；对媒体来说，这六十年有太多的风云人物可以追忆
，有太多沉重的往事需要重提，有太多的悲欢离合可以书写。
我们的担心是，如果我们也从1949年说起，百分之百会与大多数媒体撞车。
更何况，两年前我们已经做过一个“回望三十年系列”，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做了一次深度梳理
。
选题会上，徐列提出，能否再往前推一个甲子，从清末民初说起？
从清末民初说起，意味着我们要涉足历史领域，这是创刊以来我们从未大规模尝试过的。
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自强运动说起，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给今日中国找出复杂的深层的因，梳理出一
种有历史感的合逻辑的因果关系。
那样的抱负多少有些自大。
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处于近代史重要节点上的核心人物，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相信，今天的一切，其光彩或者灰暗，无不有其或远或近的源头可以追溯，无不有其深埋的并且
一直在我们血脉中运行不息的集体心理可以挖掘。
中国是一个因果报应和命运色彩极其浓厚的国家，中国人宁愿把因果报应挂在嘴边，也不愿意理性地
缜密地探求种种因果背后的深层逻辑关系，精研轮回般反复莅临的厄运、倒退与失败的真正原因。
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敬重历史，敬畏教训，但是今天。
我们可以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面对被政治涂改得面目全非的历史无动于衷——仅有学者的努力是不够
的，他们的成果通常囿于学术范畴之内，很少令大众发出“原来是那么回事”的惊呼。
还原历史，还原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媒体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南方人物周刊》的口号是“记录我们。
的命运”，是“重新打量每一个生命”，列入“百年家族系列”的人物，恰恰是需要我们重新打量的
，与我们的今天息息相关的，而记录他们的命运，也就是记录我们自己的命运。
这一年，在别的媒体从解放军进入北平说起的时候，我们开始推出“百年家族系列”，第一个出场的
是曾国藩家族。
报刊零售点反馈回来的消息是，这一期的销售好得出奇。
随后是“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及其家族，“纵横百年”的梁启超家族，袁世凯家族，荣毅仁家族，
和钱学森家族。
六个“百年家族”中的四个，进入了全年单期销售前十名。
“百年家族”因此成为《南方人物周刊》第一个跨年度的系列，一直做到2011年，并且有可能再往后
顺延。
有关历史人物及其家族的深度报道为何受到读者如此热烈的关注？
其实我们早该知道，错误的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的扭曲与遮蔽、杜撰与改写，对于历史人物非黑即白的
粗暴判决或者光环加身，以及只可意会的重重禁忌，使得我们有解不完的谜，使得所有近代的人与事
，在我们将其从政治宣传的颂辞或咒语中解放出来，提去脸谱与锡箔，让他们用原先的语调讲话，原
先的脾性行事的时候，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震撼与冲击。
我们当然不可能以二十页左右的篇幅穷尽这些重要人物与时代的进步和退步，与国家的繁荣或衰退的
关系，他们和他们的家族的命运。
我们所希望的，是读者了解到这些家族故事之后，有可能沿着这个线索与脉络，进入中国激荡百年的
纵深处，以真正了解我们的来路——我们有过怎样的希望和挫折，怎样的喜悦和创痛，我们曾经向着
怎样的前途迈进，曾经与怎样的势力抗争；真正了解，今天的我们，与过去有着无法斩断的关系，过
去的智慧，今天仍在滋养我们，过去的蠢行，今天仍可警醒我们。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想要和可以往哪里去。
杨子2011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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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的扭曲与遮蔽、杜撰与改写，对于历史人物非黑即白的粗暴判决或者光环加身，以
及只可意会的重重禁忌，使得我们有解不完的谜，使得所有近代的人与事，在我们将其从政治宣传的
颂辞或咒语中解放出来，揭去脸谱与锡箔，让他们用原先的语调讲话、原先的脾性行事的时候，带给
我们意想不到的震撼与冲击。
过去的智慧，今天仍在滋养我们；过去的蠢行，今天仍可警醒我们。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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