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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
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
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
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
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
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
”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
！
”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
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
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
”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
。
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
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
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
，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
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
脚找东西。
”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
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
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
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
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
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
”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
回忆是靠不住的。
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
”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
”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
风云时如背史书呢？
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
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
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
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
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
。
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
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
文学开生路。
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
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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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
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
与人生之无奈。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
一代人的历史世界。
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
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
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
风美雨洗礼。
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
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
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
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
爱国之心从未改变。
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
，使我如醍醐灌顶。
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
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
和泪影。
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
代人“群体”的精神。
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
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
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
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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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访问历史》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层人物江艺平女士所器重。
此书受访对象性格各不相同，在访谈中却都无保留地袒露心声，听他们反思历史，嬉笑怒骂，臧否人
物，元气十足。
无论是回顾历史的伤感，还是品评人物的激情，所感受到的是众位大家与普通人相似的七情六欲。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我人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
本书的三十位访谈对象，平时居于世界各地，他们多经历了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既受传统文化之熏
染，又受欧风美雨影响，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
 　　今日世界又快又热，而文化大家渐行渐远，访问历史尤显意义深远。
重寻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处世之道，他们对历史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思考，
也是重温中国知识人那一个世界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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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怀宇，1976年生，广东澄海人。
《南方都市报》副刊首席记者。
著有《亲爱的风流人物——58位港台妙人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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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 金耀基 中国的现代转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学 陈之藩 秋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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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廉耐磨 何满子 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 方 平 搞翻译要像袭人一样一心一意 草 婴 一个人的翻译 一个
人的遭遇 鲲 西 一去不回唯少年 辛丰年 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流沙河 我牵着庄子的裤脚混入文
化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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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序言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
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
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
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
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
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
”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
！
”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
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
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
”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
。
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
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
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
，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
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
脚找东西。
”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
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
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
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
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
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
”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
回忆是靠不住的。
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
”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
”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
风云时如背史书呢？
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
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
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
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
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
。
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
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
文学开生路。
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
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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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
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
与人生之无奈。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
一代人的历史世界。
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
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
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
风美雨洗礼。
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
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
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
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
爱国之心从未改变。
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
使我如醍醐灌顶。
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
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
和泪影。
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
代人“群体”的精神。
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
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
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
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
节选贾植芳：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李怀宇　中国20世纪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像你一样待过四次监狱？
贾植芳　比较少。
有个老外讲，一个人经历过两种生活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种是打仗，一种是坐过监狱。
我因为住过好几次监狱，对监狱都无所谓了。
有吃的，有喝的，又不花饭钱，不花房钱，还有保镖，有警务人员。
监狱就像外婆家里一样。
前年，电视台拍电视，请我到提篮桥监狱去了一趟，远东最大的监狱，英国人修的。
以前我在那里住着，这回我是贵宾。
李怀宇　第一次进监狱时你还是学生，怕不怕？
贾植芳　不怕。
那时候就十九岁，大年夜关进去，好饭是吃不到的，一个老犯人跟我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
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
”第二次开饭了，我就把窝头、咸菜摔在地上，说：“我是政治犯，不吃这种饭。
”后来他们真的给我重新送饭来了，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个鸡蛋汤。
李怀宇　第二次进日本人的监狱，怕不怕？
贾植芳　不怕。
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
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
”李怀宇　第三次进监狱后，中统特务提了一个办法，让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
以出来，你拒绝了。
贾植芳　“一二?九”抓进去，是共产党嫌疑分子；194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进去，说我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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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忠实走狗。
90年代台湾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台湾《中央日报》讲：此人十分反动，30年代我
们处分过他，40年代也处分过他，日本人也处分过他，他替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来了，也关了他多少
年，像刘邦的大将韩信一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李怀宇　四个监狱有什么不同？
贾植芳　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可以给看守钱让他
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就给他两毛钱。
人民政府不能买也不能送⋯⋯李怀宇　后来在监狱里能看书写东西吗？
贾植芳　没有看书。
“反右”的时候，他们拿了一张名单，都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杨兆龙、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
王恒守、张孟闻，问我认识吗？
我说：“这些人都是同事。
”他们问：“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
”我说：“这些人解放前都是教授，英美留学生。
”用他们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问我：“你呢？
”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倪匡1935年生于上海，1957年到香港，1992年移居美国，2006年回到
香港。
居港期间，倪匡创作了大量小说、剧本、散文，其中以卫斯理系列小说最为著名，为创作量最高的华
语作家。
我和古龙是1967年在台湾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代武侠小说杂志约他写稿，他写了《绝代双骄》。
他写了一段就断稿，我帮他续了很多。
所有名家的小说我都续过，金庸续过，古龙续过，卧龙生续过，诸葛青云续过，司马翎续过，我喜欢
续小说，我觉得很好玩。
倪匡先生的住处位于香港铜锣湾，高处可见豪宅，低处是一片旧楼，他说：“每天看着窗外风景，告
诉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刚坐下来，他就介绍：“我们在美国的房子很大，见过的人没有不喜欢的。
这房子是一个建筑家专门建给一个舞蹈家住的，三层五千多尺只有一间房，反而有四个洗手间，古怪
到极点，我一看就喜欢。
”从平静的美国回到热闹的香港，倪匡顺其自然，说起美国神采飞扬，谈到香港妙语连珠。
一个下午的采访，是在笑声中度过的。
我说：“今天是来听你讲故事的。
”“有人叫我写自传，我的自传三百字就可以写完。
我从1957年来香港快五十年了，这五十年除了写稿，还是写稿。
”倪匡操着有浓重口音的粤语，讲话速度飞快，“写稿之外，就是吃、睡。
人家问我现在忙什么，我整天睡觉，而且一睡就做梦，人家笑我的人生有两次，梦中一次，现实一次
，好像庄子一样，都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中。
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做梦做出来的，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小说在梦中想到很古怪的情节，我一定即刻跳起
来，记录下来，要不然明天就会不记得了。
昨天我就梦见潜到海底，见到一条古怪的鱼，奇怪，我根本就不会潜水。
”这位自称是世界上写汉字最多的作家，即使今天出品锐减，谈起写作，还是感慨良多：“我写稿除
了稿费没有第二个目的，没有什么崇高理想。
因为我发现我来到香港以后，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
除了写稿，我去打任何工都不够资格，不够学历，不够经验，也不够能力。
我做生意都亏得厉害，一次炒股票，一次炒黄金，我以为最容易了，结果亏得几乎跳楼。
最后只有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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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知道，上天造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本事，不要硬来。
”如今酒烟的配额已经用完，最大的乐趣是读书。
在谈话中，他对后辈作家的作品如数家珍：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婆妈，也觉好看；余华的《兄弟
》是晚清讽刺小说以来最好的讽刺小说；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要看三遍才看明白；平路的《何日
君再来》有相见恨晚之感。
对自己的妹妹亦舒，他也不忘吹捧：“亦舒的小说好看，文字简洁明了，情节发展得快，人物性格鲜
明，这是小说的必要条件。
”谈到兴起，倪匡起身带我欣赏他和倪太、女儿倪穗和洋女婿、儿子倪震和周慧敏的照片。
又进电脑房参观两部电脑，随手打开的那部电脑桌面上是倪匡夫妇、倪震和周慧敏四人在美国旧居前
的合影。
突然，他说，客厅里还有一样好东西，原来是舒淇早期的裸体写真集。
他笑道：“真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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