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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大陆地区长达二十年的历史中，《良友》经历了从初期迎合国民党政府到后来积极参与抗战同
情左翼的过程，但《良友》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民间刊物，政治色彩的转变不过是当时一般民间刊物所
共有的一副时髦面具，其真实面貌则比较中庸平实，这只要看它二十的基本不变的栏目设计就可以知
道。
《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
当然，采访中共著名人士和八路军高级将、报道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等等，也表现了一定的左翼立
场，不过这在当时也还是一种时尚，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种现实的政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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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现代成功人士自传系列离了母胎到现在——球王李惠堂自述悲鸿自述六十年之回顾——著述家
邝富灼述医学与佛法——藏书家丁福保述二十年社交经验谈——交际家黄警顽自述由家庭到社会——
妇女节制会总干事王立明女士自述得之于人，用之于世——医学家伍连德自述影场回忆录鲁迅自叙传
略初入社会的经验——梁寒操自述我的自述三十年来和疫菌的抗战——伍连德自述名人生活回忆录学
画回忆我的入伍前后六十年之回忆我的打鼓时期已经过了么？
我的少年时代运动场上十二年我的体育生活童年追想曲我的行政研究的开始回首当年南国的梦——回
忆之一访谈回忆传略忆蔡元培先生我的父亲荆棘之路冯玉祥谈话名记者戈公振之追忆各地名人访问满
洲傀儡剧主人公溥仪雕刻家刘开渠王云王先生传略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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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我是小家庭的主人，虽然责任比从前来得重些，但能够自立是人生快事，那时的自由，即达
极点了，我得着余君衡之的介绍参入了乐群的战阵中。
虽然踢来不似在港兴味来得浓厚，但是能够依旧有球的生活而不致于抛荒，我便心满意足了。
我初来海上，关于华人足球的程度，却起了很大的感触，我觉得这里的足球须改进处尚多。
关于足球的真义，尚未十分了解，所以我更觉得我自己在上海足球界方面，也应该负一点责任。
　　关于以后我在上海的足球工作，大概各界也晓得多少罢，为免重赘和占篇幅起见，我还是用日记
式地把五年来球界的事能简单述出吧？
 （详情见拙作“足球”）　　民国十四年，五十二岁，行医刊书如故。
星三茶会已停，星六茶会及星期聚餐会皆如故。
余所居静安寺路三十九号之屋，房主将翻造，改为外国青年会。
余住此已逾十一载，余在上海行医刊书已逾十八载矣。
曹子桓曰：“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
”陶士行曰：“佚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览二子之言，不禁为之扼腕。
迁居之后，余晷尚富，拟专心读书著述，谢绝一切杂务，即医药一事，亦拟辍业，作一小小结束。
余本一介寒儒，事事皆从节省，回忆此十八年中，每月肉食衣饰乍马酬应诸项，所省者不下一百八十
余元也。
余屡闻政府，拟影印四库全书，遂筹备巨款，欲预约一部。
其后虽见明令，忽又作罢。
余因择四库全书中外间希有之本，别将目录抄出，名曰四库全书录要。
　　民国十五年，五十三岁。
行医刊书如故，星六及功德林聚会如故。
数月来笺注老子道德经，晨出夜归，恒挟一书包自随，宛似学生之上课。
惟近日人事日繁，终日鲜暇。
往往终日奔驰，不能笺注一字，怅惘无已。
胡文忠公曰：“日杜门谢客，专以读书为是，不可走入应酬一路。
”余自后拟决心实行胡公之言，凡应酬一概谢绝。
是年作老子道德经笺注绪言。
十二月间一日晨起，跌伤左足，足背大肿，寸步难行，其后约过二年半始复原毛终年编说文诂林。
　　民国十六年，五十四岁，行医刊书如故。
吾家第亦续修家谱，始于十三年春季，至今岁二月始告竣。
余因捐助经费国币四百元，故领得家谱八部，以备赠族中之贫而好学而不克领谱者。
笺注陶渊明诗四卷。
　　民国十七年，五十五岁，行医刊书如故，同乡星一会如故，同志聚餐改为星期三，在觉林举行，
钮惕生叶楚伧两先生，荐余为江苏省志编纂员，余辞不就。
庄子曰：“山木，自寇也。
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为用，而不知无用之为用。
余自知如无用世之才，故每诵是语以嘲解云。
佛印禅师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瞬成空。
何不一笔勾断，取自家本来面目。
万劫常住，永无堕落。
何乃胶柱守株，待入恶趣。
”余久奉大禅师语为圭臬，故愿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26～1945良友人物>>

是年十月，说文诂林全书出版，共七干六百余页，订六十六册。
吴稚晖先生誉之曰：“是书搜罗各种说文一千余卷，可谓集许书之大成，编制之条例，亦精密绝伦。
⋯⋯如国内藏书家而无此书，则藏书不克称完备，图书馆而无此书，则为图书馆之大缺点，行见三版
五版之踵相接也。
”云云。
　　民国十八年，五十六岁。
行医刊书如故，各聚会皆如故。
说文解字诂林自出版至今，共售出四百五十余部尚余四十余部，拟作重印说文解字诂林叙。
余于民国七年，倡捐三干元，为贫民学校经费，先后约七八年，成绩甚佳。
其后主持校务之曹翼臣先生卒，邑中诸青年，创办锡社，社内办义务学校数十处，颇为发达。
余遂以此款三干元拨入锡社。
后锡社停办，余遂收回此款，暂存余处。
适华纯甫先生来上海，详述邑中诸君子办理普仁慈善会之热心，余乃以此款捐入该会，为周济孤儿寡
妇之一助云。
拟影印钦定词谱，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盖精力就衰，著述都懒，校刊载籍，藉以自遣岁月云耳。
十一月回无锡，住公园饭店，公园中适开国货展览会，百货陈列，颇为热闹，公园面积，大达三十五
亩，故游人颇觉拥挤。
三号送梅初表哥之柩；至惠山听松山庄。
一到此间，不无感触。
彭殇一致，修短何常，并尘世者孰为知交，在泉台者偏多亲故。
效顽石之点头，悟皱面于观河，世界本为客尘，人生原如旅宿。
我闻如是，于意云何。
余在薛氏表哥处前后凡三日，所见饭菜客面及筵席，皆无一非荤酒且极丰盛。
余　　以为丧事宜宜一律用素酒，盖古礼如此，不可废也。
后闻邑中凡有丧事者，皆用荤酒，已成风俗，非仅余表哥家如此。
　　今后之目的，果何在乎？
欲居积，则多财非福；欲编书，则无益于己，亦无益于人，徒自苦耳。
惟有发菩提心以救人，最为上策。
救人从医药入手，尽我心力，以救贫人之病。
凡对于贫病不可生厌弃心，怠慢心，吝啬心；宜生爱怜心，恭敬心，博施心，如贫病之人，来求医者
日众，虽以每日之收入，尽数施于贫人，亦无所惜，即以此为今后世间法之目的。
　　能诚与仁，自必有勇　　第四桩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当民国十四年我在中央党部设立的宣传员养
成所担任义务教授时和学生仃桩课室里讨论反对基督教问题这一件事。
我是在民国七年就相信了基督教，从广东高师出来以后，还当了几年教会学校底教员和董事，一直到
了民国十四年才舍弃了学校底职务，改在党务和政治上努力。
当民国十四年间，广州正是所谓赤化左倾的时期，反基督教的运动和反帝、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也在同
样地猛烈进行。
记得那一天将近圣诞节、正是他们底反基督教周；我原是担任讲授列强侵略史的，到了讲堂时，忽然
见着黑板上写满了五个大字“打倒基督教”，学生们大概都晓得我是个基督徒，这番要故意和我开开
玩笑罢。
我登了讲坛以后，却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含着笑对他们说：我今天就暂停一次不讲列强侵略，和诸位
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
他们都说很好。
我于是先把什么是基督教？
基督教与三民主义有什么关系？
中山先生为什么也信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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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精义是什么？
外国教会受了条约的庇护是不是基督教本身的过错？
我们能不能因为反对不良的教会、教徒，就笼统地说要打倒基督教？
这种种问题，都详细说明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们听过后竟完全没有一些叫嚣令人难受的恶意的反驳。
虽不见得他们便都完全心悦诚服、马上要做基督徒，但至少他们总认我的理论是有相当的理由，我这
一个基督徒的教师，还不致受一班反基督教学生底驱逐，还可以被他们承认是革命的同志，我却很可
以引为自慰了。
过了几天，广州民国日报发刊反基督教专号，我又去见当时日报社长陈孚木先生，和他打交涉。
说明我们的党纲、是人人有信仰宗教之完全自由的，我们的党报为什么可以　　发行这种专号呢？
退一步说，言论是完全自由的，那反对基督教的文字既可以登，至少维护基督教的文字也可以登，那
才见得公平。
后来陈先生果然答应了我的要求，替我在民国日报刊载一篇长万数干言的反基督教运动批评；一般反
基督教最剧烈的左倾青年看了，也无如之何。
这个经验给我的教训是很大的，使我知道：能诚与仁，自必有勇。
你遇着了什么狂风骇浪，你都可以不忧不惧，何须滑头，更何须畏缩呢！
　　无论做什么事，如果能够集中精力整顿精神去做，就断无失败之理。
　　社会的事情是很繁复的，我本着过去的种种经验，曾自己定下了几个简单原则，去做应付的方针
。
那就是： 　　律己——存诚自尊　　对人——博爱互助　　处事——专心致志　　至于穷通得失、成
败利钝，实可以不必计较的。
　　马先生是要我写五千上下的字，上面的记述，大概字数是差不多了，就此交卷罢。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对我说：“你能看了样画一个大的么？
”我没有防到先生也会要我画起画来，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支吾地回答说：“能”其实我向来
只是“印”，不能“放大”。
这个“能”字是被先生的威严吓出来的。
说出之后心头发一阵闷，好像一块大石头吞在肚里了。
先生继续说：“我去买张纸来，你给我放大了画一张，也要着色彩的！
”我只得说：“好。
”同学们看见先生要我画画了，大家装出惊奇和羡慕的脸色，对着我看。
我却带着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时我挟了书包和先生交给我的一张纸回家，便去同大姊商量。
大姊教我，用一张画方格子的纸，套在画谱的书页中间，画谱纸很薄，孔子像就有经纬格子范围着了
。
大姊又拿缝纫用的尺和粉线袋给我在先生交给我的大纸上弹了大方格子，然后向镜箱中取出她画眉毛
用的柳条枝来，烧一烧焦，教我依格子放大的画法。
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铅笔，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现在回想大姊所教我的画法，实在可以佩服。
我依照她的指导，竟用柳条枝把一个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画谱上的完全一样，不过大得多，同我
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
我伴着了热烈的兴味，用毛笔钩出线条；又用大盆子调了多量的颜料，着上色彩，一个鲜明华丽而伟
大的孔子像就出现在纸上。
店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司务，看见了这幅孔子像，大家说：“出色！
”还有几个老妈子，尤加热烈地称赞我的“聪明”和画的“齐整”，并且说：“将来哥儿给我画个容
像，死了挂在灵前，也占些风光。
”我在这许多伙计、司务和老妈子的盛称声中，俨然地成了一个小画家。
但听到老妈子要托我画容像，心中却有些儿着慌。
我原来只会“依样画葫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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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抢花，把书上的小画改成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颜料的文饰，使书上的线描一
变而为我的“丹青”。
格子放大是大姊教我的，颜料是染匠司务给我的，归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旧只有“依样画葫芦。
”如今老妈子要我画容像，说“不会画”有伤体面；说“会画”将来如何兑现？
且置之不答，先把画缴给先生去。
先生看了点点头。
次日画就黏贴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
学生们每天早上到塾，两手捧着书包向它拜一下；晚上散学，再向它拜一下。
我也如此。
　　自从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发表以后，同学们就给我一个绰号“画家”。
每天来访先生的大块头看了画，点点头对先生说：“可以。
”这时候学校初兴，先生忽然要把我们的私塾大加改良了。
他买一架风琴来，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教我们唱“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的歌。
又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学体操。
我们都很高兴。
有一天，先生呼我走过去，拿出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来，和蔼地对我说：“你给我在这黄布上画一条
龙，”又翻开书来，继续说，“照这条一样。
”原来这是体操时用的国旗。
我接受了这命令，只得又去同大姊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龙放大，然后描线，涂色。
但这回的颜料不是从染坊店里拿来，是由先生买来的铅粉，牛皮胶和红黄蓝各种颜料。
我把牛皮胶煮溶了，加入铅粉，调制各种不透明的颜料，涂到　　黄布上，同西洋中世纪的Fresc。
画法相似。
龙旗画成了，就被高高地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通过市镇，到野外去体操。
我悔不在体操后把那龙旗藏过了，好让我的传记里添两句：“其画龙点睛后忽不见，盖已乘云上天矣
。
”我的“画家”绰号自此更盛行；而老妈子的画像也催促得更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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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编选工作的主旨，坦白地说，就是编而不选，不自作聪明地妄加轩轾，随意删减，而是尽量
求其全备。
这几册书的好处，也许就在于较多地何存了历史真实并可以免了读者的翻检之劳；发表在《良友》上
的文章基本都在这里了，读者尽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这家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
的时尚杂志的文字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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