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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彩依旧，2012年《温故》总页码256码，“影像”专栏特别刊出秦风老照片馆《陪都岁月》48幅
图片，以形象直观的语言，展示了重庆作为陪都时的风貌，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那段特殊的岁月。

　　本辑特稿《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年：黄杰日记问世的时代意涵》首次刊出了1949年3月黄杰的工
作日记，真实再现了国民党在大陆下台前改朝换代的混乱情形。
“人物”专栏江青《教我如何不想他》、张珑《母亲的日记：1937年张元济的几件家事》；“记忆”
专栏祝万安《我在基层当法官》、杜高《我们经受的历史伤痛》、用欣《运尸记》、王碧蓉《忆袁世
凯的六儿媳陈徵》。

　　《温故》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
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所谓“温故而知新”
。
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对历史文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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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故》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
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所谓“温故而知新”
。
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对历史文化遗迹与遗
留文本的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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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特稿]专栏
徐宗懋《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年：黄杰日记问世的时代意涵》
黄杰文采不俗，写景写情，恰到好处，不似一般文人之滥情，毕竟军人虽感伤时事，但仍要面对每天
实际的问题。
此外，黄杰对于党政军人士往访和谈话的内容大要，纪录非常详实。
这一部分参照其他人的回忆录，相互核实，对此历史人事物准确的考证，必然大有帮助。

[人物]专栏
赵映林《容闳与太平天国、曾国藩》
1881年，容闳以前半生精力促成的中国幼童出洋留学事业在中国守旧势力的反对下半途而废，让人扼
腕叹息。
中国幼童出洋留学计划的废止，让容闳对清政府仅存的一点希望化为泡影，之后，容闳毫不犹豫地走
上了维新与革命的道路，开始了他新的人生。

孙立川《将军白天与他的史学研究》
作为一名正直的职业军人，他在和平时代倾注全部心血写成的论著所具有的重要史学价值不可言喻。
像白天这样的军事学家来研究这个军事战略失误的问题，其实也是抓住了太平天国为什么走向失败的
历史教训，这不仅是填补了一个空白，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角度。

李伟《生生死死说叶青》
章济塘《纪念沈昌瑞老伯》
沈昌瑞，江苏吴县人，1920年生，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抗战期间任军政部
长陈诚将军的英文秘书。
国共和谈时，他为美国特使马歇尔当翻译。
沈老伯是我父亲的挚友。
上一代风风雨雨半世纪，今日回首，内中的风波曲折，分分寸寸都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丝丝入扣
。

王碧蓉《忆袁世凯的六儿媳陈徵》
江青《教我如何不想他：一位最“平凡”的人》
[记忆]专栏
祝万安《我在基层当法官》
几十年风风雨雨，和新中国法制改革同行，深感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艰辛，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法
律、法规比过去健全了许多，司法制度也比过去改善了许多，但司法腐败又成了难以根治的痼疾。
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杜高《我们经受的历史伤痛：怀念亡友王正和肖里》
用欣《运尸记》
随着孔窑的掩埋，我已无从证实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但再不记下老妇人的口述，这离奇的运尸记也
将被湮没，趁我的头脑还有记忆，赶紧笔录下这小小的一段，同时也希望，这样的故事不要再重演。

张珑《母亲的日记：1937年张元济的几件家事》
在我写回忆录《水流云在》时，凭的完全是自己的记忆，没有任何文字资料。
最近回上海，我仔细地阅读了母亲残存的日记，模糊的记忆逐渐地清晰起来。
尤其是1937年的那本，使我对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更加清楚，记忆中的时间也更加精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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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专栏
秦风《陪都岁月》
重庆这一地名，不仅因联系着战争岁月的记忆，更因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自身命运所发生的巨大转
折，而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涵。
所谓“重庆精神”，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是国府和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凝聚民心、激励民
众的图腾。

[往事]专栏
郑菁《内战期间的“特种教育”》
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市的民意机构：临时参议会》
季我努《近代美国军校中的中国留学生》
近代中国军事留美生虽然短暂地绽放过绚烂的光华，个别军事留美生甚至还孤峰高耸，可是在强大的
军事派系面前，他们终究还是成为近代军事史的一个不起眼的“注脚”。
他们当中有人形容自己是“故土上的异乡人”。

朱益华《明朝江南一座小城的公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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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雨 一、晨起与战略顾问委员王东原先生谈论时局。
 二、在溪口街市散步，闻玉泰盐号原址即系总统诞生之处。
溪口市镇虽小，但街市之整洁，则为任何城市之所不及。
 三、武岭学校施校长领导参观该校全貌，环境优美，设备亦极完善，颇为欣赏。
闻溪口镇居民二万余人，入学儿童在二千以上，由此可知教育之普及。
 四、夏武官来电话称，总统令余上山同进午餐。
午后即送余返沪。
 五、正午上山晋谒总统，同进午餐。
总统指示事项： 1.亲笔函二件，一致程主席颂公，一致蒋司令伏生，均嘱分别面致。
 2.嘱致意颂公在此艰苦时期勉力支撑，勿再作消极表示。
 3.今后国军部队给与必能设法改善，务望转告全体部队长，必须切实维持军纪，以争取民心。
 六、总统于谈话中提示，同学组织事正加紧进行中，已圈定袁守谦、俞济时、萧赞育、黄珍吾、曾扩
情、胡轨、王叔铭、刘翔、李良荣等为负责人。
 七、谈话毕总统嘱夏武官以总统自己之乘舆送余下山，余再三辞谢始已。
 八、离墓庐后往谒王太夫人墓，山脉形势有如凤翅，极壮观也。
 九、午后三时半，夏武官驾车送余赴宁波。
途次，谈及总统返乡后，侍从人员均已遣散，随来溪口者仅三数人，最近侍卫官周国成等二员原已派
往浙江保安司令部服务，以人员太少始召回者。
彼等数人随侍总统，一人须做数人之事，整日极辛苦。
谈及中枢各首长对总统退休之态度时，彼对孙科氏抨击最烈。
孙氏曾一度赴溪口者。
 十、四时三十分登江静轮返沪。
 十一、综计此次来溪口晋谒总统三次，指示事项甚多，其最重要者为： 1.此次退休可能极其成功，如
不退休，则已身为最大目标，因退休而使局势大见缓和。
 2.此次退休，对李副总统之临危受命十分感谢。
同学对李代总统应表示全力支持，竭诚拥护。
 3.总统在三年之内决不复政，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努力上进，为吾人所从事之革命大业共同努力。
 4.国际战争必然不可避免，目前吾人所控制者尚有十六个完全省份，及二个半省份，共党以一个月取
一省，亦需相当时间始能全部占领。
甚望能控制此时机以迎接国际战争之来临。
 5.军队必须能独立作战--各部队应即训练游击战之技术--在山地树立作战基地，即使共军渡江亦不致全
军或全师为共军所消灭。
 6.湖南在今日政治上之地位极端重要，应切实求其巩固。
 7.致意颂公不必辞职。
必要时同学应对之表示绝对拥护之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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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现在学习外国，还是要回头看看，而不能一味地往前看。
　　——沈昌文（出版人）　　随着岁月的流失，历史的记录或许难免变得陈旧、破损，但历史却将
永远鲜活。
而这大概也就是《温故》的生命所在了。
　　——冯克力（出版人）　　我觉得历史大量的是被遗忘，只有少数的被记忆，尤其说让国民记住
什么，忘记什么，实际上主流媒体是有选择的，是有控制的。
它想让你记住什么，忘记什么，都是很容易做到的。
如果对历史失去了记忆，对很多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雷颐（文史学者）　　我觉得《温故》的意义，以后要偏重于把那些过去说错了的事情，或
者说是主流话语过去比较强烈地想让人接受的那些东西，尽可能给予校正。
　　——谢泳（文史学者）　　《温故》一方面是要锻炼大家恢复记忆，要重温记忆，我觉得好像一
方面是要告诉很多人，他们的所有行为是要被记忆的，正在被记忆的，即使把它抹去，最终也会被挖
出来，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必要。
所以我经常讲，人们要有点儿起码的历史感，如果没有这历史感的话，后果就特严重。
　　——卢跃刚（文史学者）　　有很多人物，很多历史过程，但这东西呢在这之前并不进入正史。
但是你会发觉，你把这一块儿挑出来，把它表述一遍，非常有意思。
它对于中国的大的历史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刘方炜（文史学者）　　过去秘而不宣的，可借温故来显影；过去吞吞吐吐、显影不足的，
可借温故作“加厚”显影；以往过分渲染、显影过度的，温故可起“减薄”作用。
通过温故，围绕某事件的基本事实澄清了，就可以进入定影程序了。
　　——张冠生（文史学者）　　“温故而知新”，从《老照片》的风行到《温故》在书刊丛中脱颖
而出，决不仅仅是迎合了这个浮躁时代一部分人的怀旧心理这么简单，关键还是“知新”，人们可以
从中看到带有温情的新材料、新见解，虽不是高头讲章、宏大叙事，却让历史真相在细节中慢慢浮现
出来。
　　——傅国涌（文史学者）　　我们在&quot;温故&quot;时一定要持有开放平和的心态，若一味地
剑拔弩张，或&quot;单向度&quot;地要和谁去较什么劲儿，&quot;温故&quot;便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
说到底，&quot;温故&quot;是为了&quot;知新&quot;，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范泓（文史学者）　　《温故》里写历史，没有人云亦云，观点也许不同，但真实严谨。
我也有这种要较真的劲。
　　——赵克风（文史学者）　　这么多年着意于材料的收集，目的是创造一种多元的对过去的认识
，因为这是整个中国人走向心智上成熟所需要的一种教育过程。
无论如何，历史有一种呈现自我的自然力量，它不会完全被遗忘。
　　—— 秦风（老照片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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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温故(23)》编辑推荐：呈现珍贵文本：以今天的视角审视过去，以一手史料还原历史现场。
《温故(23)》特稿《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年：黄杰日记问世的时代意涵》首次刊出了1949年3月黄杰
的工作日记，真实再现了国民党在大陆下台前改朝换代的混乱情形。
《温故(23)》讲述故人故事：《温故(23)》“人物”专栏，《教我如何不想他》，江青女士为我们讲述
了她与世界船王董浩云先生相知、相交的平凡小事；张珑《母亲的日记：1937年张元济的几件家事》
详细回顾了在抗战爆发的这一年，国家命运大动荡的背后一个普通家庭的聚散离合。
还有章济塘《纪念沈昌瑞老伯》、王碧蓉《忆袁世凯的六儿媳陈徵》⋯⋯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讲述故人故事，感受细节的力量。
《温故(23)》重温公民记忆：《温故(23)》“记忆”专栏用欣《运尸记》生动讲述了一位老妇人50多年
前独自一人把丈夫的尸体从酒泉带回渝中老家的离奇经历、祝万安《我在基层当法官》记录了作者自
建国后担任法官38年来亲历的诸多案例；还有杜高《我们经受的历史伤痛》⋯⋯来自基层的个人记忆
，共和国早期的民间历史。
《温故(23)》展示中国影像：用影像记录社会变迁，《温故(23)》“影像”专栏特别刊出秦风老照片馆
《陪都岁月》48幅图片，以形象、直观的语言，展示了重庆作为陪都时的风貌，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那段特殊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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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我们现在学习外国，还是要回头看看，而不能一味地往前看。
——沈昌文（出版人）随着岁月的流失，历史的记录或许难免变得陈旧、破损，但历史却将永远鲜活
。
而这大概也就是《温故》的生命所在了。
——冯克力（出版人）我觉得历史大量的是被遗忘，只有少数的被记忆，尤其说让国民记住什么，忘
记什么，实际上主流媒体是有选择的，是有控制的。
它想让你记住什么，忘记什么，都是很容易做到的。
如果对历史失去了记忆，对很多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雷颐（文史学者）我觉得《温故》的意义，以后要偏重于把那些过去说错了的事情，或者说是主
流话语过去比较强烈地想让人接受的那些东西，尽可能给予校正。
——谢泳（文史学者）《温故》一方面是要锻炼大家恢复记忆，要重温记忆，我觉得好像一方面是要
告诉很多人，他们的所有行为是要被记忆的，正在被记忆的，即使把它抹去，最终也会被挖出来，这
个我觉得也非常必要。
所以我经常讲，人们要有点儿起码的历史感，如果没有这历史感的话，后果就特严重。
——卢跃刚（文史学者）有很多人物，很多历史过程，但这东西呢在这之前并不进入正史。
但是你会发觉，你把这一块儿挑出来，把它表述一遍，非常有意思。
它对于中国的大的历史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刘方炜（文史学者）过去秘而不宣的，可借温故来显影；过去吞吞吐吐、显影不足的，可借温故
作“加厚”显影；以往过分渲染、显影过度的，温故可起“减薄”作用。
通过温故，围绕某事件的基本事实澄清了，就可以进入定影程序了。
——张冠生（文史学者）“温故而知新”，从《老照片》的风行到《温故》在书刊丛中脱颖而出，决
不仅仅是迎合了这个浮躁时代一部分人的怀旧心理这么简单，关键还是“知新”，人们可以从中看到
带有温情的新材料、新见解，虽不是高头讲章、宏大叙事，却让历史真相在细节中慢慢浮现出来。
——傅国涌（文史学者）我们在"温故"时一定要持有开放平和的心态，若一味地剑拔弩张，或"单向度"
地要和谁去较什么劲儿，"温故"便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
说到底，"温故"是为了"知新"，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范泓（文史学者）《温故》里写历史，没有人云亦云，观点也许不同，但真实严谨。
我也有这种要较真的劲。
——赵克风（文史学者）这么多年着意于材料的收集，目的是创造一种多元的对过去的认识，因为这
是整个中国人走向心智上成熟所需要的一种教育过程。
无论如何，历史有一种呈现自我的自然力量，它不会完全被遗忘。
——秦风（老照片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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