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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霓虹灯（Neon Lamp）是“大上海”的图腾。
“Neon”这个单词用上海话来读，发音正是“霓虹”。
从虹霓到霓虹，从自然到人工，从天光到电化，古中国天空的诗情画意就这样转成了大上海夜幕里舶
来的西洋景。
有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被那梦幻诱惑来，再被别的楚幻诱惑去；而这里则永远是上海——古老中国
最特殊的一块滩涂。
如果留下来栖息，人毕竟不能住在霓虹里。
真正能够安顿他们琐碎而平凡的生活，包容他们理想和梦幻的生命的，总是在，霓虹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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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海上鸿飞 千秋家国梦在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行馆  相濡以沫——孙中山、宋庆龄寓所旧
址  不离不弃——孙中山故居  卓为霜下杰——宋庆龄故居第二章 弹指挥间 宋氏王朝背景  上海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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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流年——白崇禧、白先勇故居第五章 民国女子 依稀鬃影衣香  星沉海底当窗见——张爱玲故居  晚
岁苍苍劲节奇——董竹君故居  写到湖山总寂寥——陆小曼、徐志摩故居  玉炉沈水袅残烟——阮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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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诗人近若何——田汉故居  孤舟独钓寒江雪——林风眠故居  蜀国仙山邈难匹——张大千故居  纵是
沧海亦惘然——刘海栗故居第七章 名士荟萃 不容青史成灰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蔡元培故居  胡博
士的脾气——胡适故居  托斯卡艳阳下，上海的火车——邹韬奋故居  疾风迅雨之后，将来而未来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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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训——陈独秀故居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蔡和森、向警予、毛泽东、杨开慧故居  棋兰诗酒 上海市
长——陈毅故居第九章 百年上海 两两对说沧桑  单纯激流之栖息——巴金故居  青萍一叶之蛰存——施
蛰存故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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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10座历史文化名城；     260 位影响中国的名人；     300 处饱经沧桑的老房子；     2000张弥足珍贵的
独家照片。
     ——为你营造深度文化漫游空间。
     当下，一股“文化遗产热”正方兴未艾。
皇家的宫殿陵寝，佛道的石窟庙观，士大夫的园林楼台，平民百姓的古镇古村落，都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关注。
但在这一片热闹之中，我们是否遗漏了什么？
     中国历5000年而不中断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跋涉过晚清以来的艰难时世而浴火重生，依靠的是
怎样的力量？
又因为什么如此坎坷？
     当然不是由于上天的眷顾或者厌弃，而是“人”这一因子的努力或者不力。
处于大时代风口浪尖的“名人”们，无论是政军要人，还是文化名流，是其中起着显著的、甚至决定
性作用的一群。
一旦被推为某个群体的代表或象征，他们的个体生命就再也不只是个体的历程和体验，他们的志向、
作为、情操，甚至他们的喜怒哀乐、幽微心事，都参与了塑造中国面貌的过程，是中国之所以为今天
的中国的关键缘由。
他们是认识中国必须深入探究的内核与灵魂。
     斯人已没，他们住过的老屋，用过的旧物，虽然在岁月的磨蚀中已经残损、褪色，但仍然存留着他
们的气息，承载着密集的文化符码。
而这些独特珍贵的文化遗产，就散落在城市的寻常巷陌之间，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等待我们去发
现、去感受、去解读。
为此，中国画报出版社特别推出《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丛书。
     这套丛书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它是中国出版界第一次对“名人故居”这一文化景观进行的
全景式扫描、整理和记录。
     本丛书第一批共选择了十个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杭州、青岛、厦门、昆明、绍
兴，东西南北兼有，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尤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特别的地位和意义，也是名人
故居最集中、保存相对完好的城市。
这十个城市中的个别城市，此前曾有过关于名人故居的书籍出版，但互不关联，且偏地方志性质；而
这套丛书的完整性、连贯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这十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文化积淀、城市气质可谓是“个性分明”，它们所集聚、吸纳的名人
群体各有特色，名人们的故居也因此具有多样化的面貌。
北京是700年帝都，自然是五湖四海的名人聚集之地，而他们大多隐于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之中，胡同
与四合院因而不再是普通的民居，而构成一张巨大的文化“蛛网”，其中弥漫的氤氲文气，让人可以
瞬间忘却大街上的嘈杂烦嚣。
上海是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缩影和表征城市，它的名人故居决不仅仅是买办大亨、名女人们风花雪
月的“香巢”，而有着更为厚重扎实的内涵。
广州是近代以来处在变革最前沿的城市，不停地往内陆、北方输送着新思想、新人物（不管是维新派
还是革命派）。
南京既是传统的文藻胜地，又是民国的首都；杭州以其明山秀水、舒适生活成为比较纯粹的南方文化
中心；绍兴是许多影响全国的名人度过童年的地方；青岛和厦门两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因为特殊的机
缘吸引了众多文化名人驻足停留，是“暂栖型”的城市，而厦门又有着浓郁的闽南地方特色；昆明在
抗日战争的离乱岁月中抚慰了名人们，也为自己挣得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天津最为特殊，在此
栖息的名人们以“反派”居多，权力和事业的角逐场往往是在北京，而这里只是他们进行幕后操纵、
等待东山再起或者苟延残喘的“后台”，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
     第二个特点是本丛书的思想性、亲历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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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书所选择的名人，以晚清以来的近现代名人为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尤其关注思
想文化界的名人。
      丛书的作者是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央美院、厦门大学、云南大学、河北大学、青岛大学等
知名学府的十几位博士、硕士。
他们以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青年的身份，亲身探访、考证各自所处城市中的名人故居，不仅仅是
简单的参观游赏，而是进行深度的“大文化”思考。
     本丛书中的名人故居，不是按街道门牌号的简单罗列，而是按照名人的身份、个性和气质分类阐述
，在结构上十分新颖。
内容上包括故居现状的描述、名人生平的介绍、名人在此居住期间的业绩或传奇、对历史的感悟和评
点。
对于伟人或大师，除了追怀他们的成就、精神和气度，更试图平等地与他们的灵魂对话，探寻他们身
上作为平凡人的真实一面；对于所谓的“反面人物”，不急着臧否是非对错，而是在历史的时空坐标
上思索他们的命运和作用；对于一些为“正史”所忽略的人物，也力图呈现一个更为真实多元的历史
。
     由于本丛书涉及十个城市，一个让人惊喜的结果也因此产生：一些影响特别大的名人在其中好几个
城市都留下了旧居，虽然是分开讲述，但把一套书连缀起来，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一生的轨迹。
比如鲁迅，他在绍兴出生、在北京成名、在厦门暂住、在广州“忘年之恋”、在上海终老，他住过的
几乎所有老屋，都在丛书中出现，以这样独特的视角，为这位文化伟人做一个特别的“传记”，实在
是有特别的意义。
宋庆龄、蔡元培、康有为、李叔同等人物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应该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闪光点。
     第三个特点是弥足珍贵的资料性和一定的实用性。
     丛书中涉及的名人故居，大部分都未对外开放。
书中实地拍摄的2000多张照片，可以说留下了一份厚实的记录。
因此，本丛书既是忠实的记录者，更是唤起更多人关心、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吁者。
     本丛书是人文地理书籍，不是导游手册，但仍然准备有详细的“小贴士”和各城市故居分布图，为
关注、喜爱名人故居的朋友提供一些帮助。
     这10本《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工程，它远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十个城市还不能说已经囊括了中国名人故居的全部，在福州、苏州、武汉、重庆、长沙⋯⋯在更多
的城市，同样精彩的人文景观还等待着去发掘、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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