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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五）》

内容概要

2013年推出的第二辑《温故》， “影像”专栏刊出秦风老照片馆提供的图片共30幅，反映的时代集中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从台湾光复前后到两岸严重对峙的大约三十年的光景，系首次发表，极具价
值。
本辑“特稿”《蒋介石其人》展示了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对蒋介石从1915年到1972年共57年间的日记的
全面解读和深度思考，透过这些日记，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了解许多在档案、
报纸中不曾记载的政治秘密。逃亡之路》记述了作者曾庆斯在“文革”期间，首次逃亡香港未果的经
历；《姑苏女杰陆兰秀》追忆了即使遭遇迫害、面临生死抉择但仍然坚持独立思想、深刻批评“文革
”错误的革命烈士陆兰秀；《逃亡之路》记述了作者曾庆斯在“文革”期间，首次逃亡香港未果的经
历。
“人物”专栏，冰云《陈独秀寥落到晚年交游》描写了陈独秀晚年被开除出党、避居江津后，与章士
钊、沈尹默、台静农、郑学稼、何之瑜等人的通信、交往，他晚年的境况，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中国
知识先驱的坎坷命运提供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注脚；许述《你不一定知道的冯玉祥》一文里不仅可以看
到中共内部对冯有另一种看法，还可以看到苏共、美国人以及国民党对他的观感与评价；还有淮茗《
吴梅、黄侃两次交恶史实述考》、李宝《作为“文物大盗”的康生》。“风物”专栏，《狄思威路108
弄4号》是陶希圣的外孙沈詝2012年回国后来到自己阔别六十余年的故居后的所思所感；“口述”专栏
，《第一次执教武汉大学》首次刊出了历史学家刘绪贻先生的自传《箫声剑影》（下卷）的第一部分
。
“记忆”专栏，《无牵无挂地走吧：忆黄苗子、郁风伉俪》，舞蹈家江青回忆了与黄苗子、郁风的相
识、相知的动人往事；邹宁远、倪慧如《中国志愿军张纪》追忆考察了参加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中
国老志愿军张纪的生平故事；还有楚泽涵《对几位老师的回忆》、陈履生《照相馆往事》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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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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五）》

书籍目录

[特稿]专栏
■曾庆斯《逃亡之路》
⋯⋯我最担心的是被遣送回家乡不能蒙混过关，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明天会被送到哪里去
？会遇到什么情况？他们相信我的假报吗？会不会先发函查询？就算开头能蒙混，送回兴宁还能蒙混
么？我离开家乡十多年，一旦问及当地近况，我一句都答不上来。
■杨天石《蒋介石其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里面，毛、刘、周、朱都没有日记。所以说像蒋介石这样的人，他能够留下
五十三年的日记，这在世界的政治领袖，在中国的政治领袖里都是唯一的。有日记有什么好处呢？第
一有助于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第二，有助于了解政坛秘密。
■高怀珠《姑苏女杰陆兰秀》
⋯⋯管教人员骂道：“你这个反革命！”不料这妇女的态度却十分强硬，她昂头挺胸高声喊道：“我
没有犯任何罪！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真理，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坚持下去！”
[人物] 专栏
■冰　云《陈独秀寥落的晚年交游》
⋯⋯此后，他身上的激进色彩和党派意识渐渐褪去，他与许多曾因政见分歧而争论不断的朋友间的友
情也恢复常态。许多新老朋友，并不因他政治上的没落和生活上的困顿而避开他或厌恶他，恰恰相反
，他们对他的关怀与往日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 　述《你不一定知道的冯玉祥》
⋯⋯在绝大多数公开出版物中，冯玉祥被塑造成“中共的朋友”和“革命的功臣”，这其实是被政治
过滤后的片面形象。在这篇文章里，您不仅可以看到彼时对冯有另一种看法，还可以看到苏共、美国
人以及国民党对他的观感与评价。
■淮　茗《吴梅、黄侃两次交恶史实述考》
⋯⋯两人曾先后两次成为同事，私交甚好，往来密切，后来却两次发生交恶，严重到甚至要动手的程
度。不少人将两人的交恶当做学坛佳话津津乐道，也有不少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之辞。由于牵涉到两
人性情乃至人格问题，有必要予以认真辨析。
■李　宝《作为“文物大盗”的康生》
⋯⋯周作人与李大钊结识于北大， 在北大多年共事中结成了始终不渝的友谊，成为同一条战线的战友
。虽然以后他们各自走上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但这种友谊却持续了整整一生。
[风物] 专栏
■沈　 詝《狄思威路1084弄4号》
⋯⋯我想象着，留声机里放出轻柔的斯特劳斯圆舞曲，父亲和母亲伴随音乐，翩翩起舞，从大客厅跳
到小客厅，相亲相爱。这里曾经是我们的故居，这里曾经铭刻着许多历史的痕迹，这里也曾经感受过
我家三辈人生活的许多苦辣酸甜。
[影像] 专栏
■秦　 风《走过从前：民间台湾生活影像》
⋯⋯这些照片的影像，与我自己成长的轨迹大抵上是重叠的。在普通百姓的极其简单的追求中，辉映
着生命的热情与渴望，这些照片足可构成民间生活史的不朽片断。
■日越/ 穆弓《送别蒸汽机车》
[记忆] 专栏
■江　青《无牵无挂地走吧：忆黄苗子、郁风伉俪》
⋯⋯在报上看到黄苗子2012年1月8日在北京百岁辞世的消息，整夜思绪万千。自从他的老伴郁风大
姐2007年随春风消逝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拜望他，只偶尔有机会时会在熟人那里打听他的近况。最
后一次的接触，竟然是几个月前我整理箱中书画时，看到他在1992年送我的一幅字“回风舞雪”。
■楚泽涵《对几位老师的回忆》
⋯⋯文中记述的几位老师，都曾经是被列为另类或打入另册者（本人亦是），现在流行的几年出一个
版本和对事物评价随风而变的所谓历史中，他们往往是被简略或忽略的人物，但此类人学养深厚，识
见高远，师表群伦，都不应遗忘。仅将所知简记如上，算异类者对同类的回忆，并以为篇名，不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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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五）》

史，仅求记实。
[口述] 专栏
■
刘绪贻《第一次执教武汉大学》
[往事] 专栏
■陈履生《照相馆往事》
⋯⋯摄影的神奇在当时常常为人所不解。当我的父亲将一面是黑色一面是红色的布盖住自己的头、钻
进相机里的时候，感觉是在变戏法，然后，就是捏一个橡胶气球，咔嚓一声就完成了拍摄的过程。
■邹宁远/倪慧如《中国志愿军 张纪》
⋯⋯人生的际遇真是难料。一年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西班牙，他心里惦记的是中国的局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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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五）》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封面图片：榻榻米上的孩子 1950年代的台湾，一名幼儿在“榻榻米”上爬行。这是
一所典型的日本住宅，内部的装饰与隔间也完全是日式的，连孩子穿的也是日式睡袍。台湾“光复”
后，日本生活文化的痕迹大约又持续了二十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市建筑大量更新后，才逐渐消
失。（参阅本辑秦风《走过从前：民间台湾生活影像》） 封底图片：蒋介石、甘地、尼赫鲁 1942年2
月，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会见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右二）、尼赫鲁（左一）等人。（参阅本辑
杨天石《蒋介石其人》，秦风老照片馆供图） 封二图片：日据时代，一个台湾家庭的结婚合影 照片
中的长辈均穿汉服，新郎新娘则着西式礼服，而孙女穿的是日式和服。从三代人的穿着，可明显看出
历史变化的痕迹。（参阅本辑秦风《走过从前：民间台湾生活影像》）（参阅本辑李佳达《中国人走
向世界的悲喜剧》，秦风老照片馆供图） 封三图片： 1992年，黄苗子给舞蹈家江青的题字“回风舞雪
”（参阅本辑江青《无牵无挂地走吧：忆黄苗子、郁风伉俪》） 《蒋介石其人》 杨天石 二、蒋日记
是他自我斗争，克己斗私的记录 第二点我想讲蒋介石日记的状况。很多读者都知道蒋介石有记日记的
习惯，他的日记从1915年开始，一直记到1972年，一共是五十七年。五十七年日记里面丢掉四年，现
在还保存下来是五十三年的日记。从保存下来的日记看，蒋介石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每天写。住院了
他要写一句话“因病不能记事”，不能写日记。蒋介石晚年得了手肌萎缩症，手发抖，在这个情况下
他要写上“手抖不能记事”。蒋介石这个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有个
优点我称之为坚毅有恒。很多人都记日记，但是像蒋介石这样连续写日记，五十七年每天不断，这是
他坚毅有恒的表现。蒋介石为什么记日记呢？ 一个是学习曾国藩，曾国藩每天都记日记，所以蒋介石
也每天都记。写日记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个人的道德修养，自我反省，蒋介石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他
要做古往今来的第一圣贤豪杰，要做中华民国的模范。第二个目的是记录工作，指导工作，总结经验
。 我们在座年龄大的朋友可能都记得，“文革”期间林彪曾经提出来要斗私批修，要在灵魂深处爆发
革命。我觉得蒋介石的日记，是他想通过日记来斗私，跟他自己进行斗争。所以蒋介石日记，实际上
是一个自我反省的日记，每周蒋介石要写本周反省日记，每月蒋介石要写本月反省日记，到了一年终
结了，蒋介石还要写上几千字甚至于几万字的本年反省日记。所以他记日记的目的是自我反省，总结
经验。 为什么这样做？是革命需要，蒋介当年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是陈其美。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参加同
盟会，介绍蒋介石会见孙中山，所以我说陈其美这个人是蒋介石参加革命的一个引路人。1916年，陈
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蒋介石很悲伤，自此下定决心，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按儒学要求自己，每
天静坐反思，以提高自己的人品，来继续英士的革命事业。英士就是陈其美。 蒋介石年轻的时候由于
家教不好，交了不少狐群狗党，生活比较放荡。但是从1916年开始，他为了继承陈其美的革命事业，
下决心要把那些坏毛病改掉，他记日记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坏毛病，立志做一个革命者。 蒋介石日记
现在人们都可以看到，从2006年开始，美国的胡佛档案馆分四批向全世界公布了蒋的日记，每一个外
国人凭护照都可以阅览，每一个中国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也都可以阅览。本来这个日记两年以
前就准备出版，但是后来蒋家的后人发生矛盾，所以这个出版计划停滞了。但是我相信过几年这个日
记还是会出版，大家都有机会看到。 有读者可能会问，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到底怎样？如果蒋介石在
日记里面讲假话，说谎，我们岂不是受骗上当了？我的看法：第一，蒋介石日记记自己的私人生活，
例如1919年5月8号，蒋介石到香港，他就说：“见色起意，记过一次”，就是说，我看到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很漂亮，起意了，动心了。怎么样呢？记过一次。蒋介石有个女朋友叫介眉，这个介眉
想嫁给蒋介石，蒋介石说“不忘介眉”，如果我不把介眉这个女孩子忘掉的话，我凭什么来立志，凭
什么来立业。他说：“欲立品，先戒色。”意思是说，今天我邪心勃发，但是还好，我没堕落。说“
见姝心动”，“姝”就是漂亮的女孩子，这心理可丑，“遇艳心不正”，艳也是漂亮的女孩子，碰到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有不正的念头，记过一次。这些都是蒋介石自我斗争、克己斗私的记录。 第二，记
骂人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喜欢骂人，例如他骂胡汉民是胡贼，不知道廉耻，坏蛋里的坏蛋，
厚颜无耻之极，说他利令智昏，禽兽之肉，不足食也。不足，是不配让我吃他的肉。再比如，孙科是
孙中山的少爷，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他不肖，“总理之一生为其所卖，不仅卖党，而且卖国”。说他庸
暗、愚蠢、糊涂、狂妄，是非不明，是阿斗一流人物。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小舅子，蒋介石骂他狡猾、
骄横跋扈，绝不可用，说他是罪魁祸首。孔祥熙是蒋介石的亲戚，蒋介石骂他可耻之至。桂系的李宗
仁、白崇禧，蒋介石骂他们两个无耻。还有个空军总司令叫周至柔，蒋介石骂他，说枪毙十次都不够
。 蒋介石日记里面，几乎所有人，他的同事、朋友、亲戚他都骂，只有一个人吴稚晖，国民党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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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五）》

蒋介石不骂。那么宋美龄他骂不骂？也骂，只不过骂得比较巧妙，比较隐蔽。例如1972年5月27号蒋的
日记，说到中兴宾馆视察，中兴宾馆在阳明山，蒋介石原来跟宋美龄住在台北士林官邸，这一天蒋介
石搬到阳明山上去了，说：最近我的精神苦痛，为什么呢？因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与小人为
难养也”是孔夫子的话，蒋介石把它抄在这个地方，说“独居自修”，我一个人待着吧，自己修养自
己。6月12号又讲“切勿近之”，一个是女子，一个是小人不能靠近。这里的小人指的是谁呢？小人指
的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女子指的谁呢？女子指的就是宋美龄。所以说蒋介石在日记里面连宋美龄
都骂。 大家想，他既然写了自己的私人生活，那些见不得人的私心杂念，而且骂了这么多人，这样的
日记自然是不能公开的。我的看法，他的日记有相当大的真实性，比较可靠。我这样讲，不等于说他
的日记没有缺漏，没有扭曲的地方。例如1938年，汪精卫从重庆偷偷跑到越南的河内，准备从河内到
香港，到上海，干吗？跟日本人谈判。汪精卫对抗战失去信心，要到香港去跟日本人谈判，当汉奸。
这时候戴笠的一批特务追到河内，在深夜里翻墙入院，向汪精卫住的房间扫射。但是汪精卫很狡猾，
在前一天的晚上，汪精卫和他的秘书换了房间。国民党的特务扫射的是汪精卫秘书的房间，汪精卫搬
了卧室，安然无恙。大家想，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是国民党的副总裁，第二号人物。要暗杀这样
一个人物，没有蒋介石的命令，我想戴笠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暗杀汪精卫肯定是蒋介石的主意。暗杀
汪精卫，把汪精卫杀掉，我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他要投降日本。但是蒋的日记
怎么写的呢？这么八个字，“刺汪未中”，即是说刺杀汪精卫没有刺中，“不幸之幸”。我看这段日
记的时候就很奇怪，刺杀汪精卫是好事情，去刺他而没有打中，这是遗憾的事情啊，但是蒋介石却说
“不幸之幸”，居然认为没有刺中是幸运的事情。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写？我想蒋介石是要塑造自己崇
高的道德形象。蒋介石不赞成汪精卫投降日本，所以此前曾给汪精卫出主意，让他到欧洲去修养，还
把护照准备好，把美金准备好，劝汪精卫：你别投降日本人，你别跟日本人接触，你到欧洲去吧。 他
怎么会突然派特务去暗杀汪精卫呢？所以他要把自己塑造成道德上的完人，他是有意这么写的。 我研
究蒋介石，日记得出这么两个结论，如果研究近代史不看蒋的日记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
信，也会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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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五）》

媒体关注与评论

沈昌文(出版人)——我们现在学习外国，还是要回头看看，而不能一味地往前看。    冯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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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颐(文史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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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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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跃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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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方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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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冠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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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国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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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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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克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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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风(老照片收藏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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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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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五）》

编辑推荐

《温故25》编辑推荐：1.《温故》珍贵文本，日记中的“蒋介石其人”+最早彻底否定“文革”的陆兰
秀——特稿《蒋介石其人》，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对蒋介石57年日记的全面解读，可看到蒋介石不为人
知的内心世界，了解不曾记载的政治秘密。《姑苏女杰陆兰秀》摘录“文革”工纠队对陆兰秀的多次
审讯记录，追忆这位深刻批评“文革”错误的烈士。2.《温故》故人故事，晚年陈独秀+你不一定知道
的冯玉祥+吴梅与黄侃的交恶——“人物”专栏《陈独秀寥落的晚年交游》，陈独秀晚年被开除出党
后，与章士钊、沈尹默、台静农等人通信、交往；《你不一定知道的冯玉祥》，中共内部、苏共、美
国以及国民党对他各不相同的评价。《吴梅、黄侃两次交恶史实述考》根据两人的日记，新解学术史
公案。3.《温故》公民记忆，忆“逃亡之路”+念陶希圣故居+刘绪贻口述自传——特稿《逃亡之路》
，作者曾庆斯回忆“文革”首次逃亡香港未果的经历；“风物”专栏《狄思威路108弄4号》，陶希圣
外孙沈詝2012年回国后来到自己阔别六十余年的故居；“口述”专栏《第一次执教武汉大学》，首次
刊出历史学家刘绪贻先生自传《箫声剑影》（下卷）的第一部分。4.《温故》中国影像，民间台湾生
活影像+送别蒸汽机——“影像”专栏《走过从前：民间台湾生活影像》，展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台湾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情境；《送别蒸汽机车》，以富有冲击力的一组照片纪念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的最后一批蒸汽机车，让我们从中看到了逝去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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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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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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五）》

精彩短评

1、第一篇逃港最好
2、冲着理想国的品牌看的，整体还不错
3、很好非常喜欢，好书！
4、有时候会觉得，想要了解历史，只看节选，那真是可怕的事。
5、好书，一期不落一直买。。
6、事实证明要吃近代史这碗饭，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概是必备技能了...
7、满意，很好的购书体验！
8、【2014.5.30 — 2014.5.31】逃亡香港一篇极好
9、我是读了《悦读》后再来买这本书的里面的内容还是如此的吸引我的身心对于历史的温故是我们
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只是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这样的文章所以让我们对我们
国家的历史有更清楚的认识也让我们更有自己的判断和思想
10、可看可阅，让人一直26272829303132买下去......
11、书很不错，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是有点贵。
12、不错，已经从1追到了25，还在继续追~
13、刘绪贻先生亲赠。
14、《温故》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杂志书，但因为选材单一且太过扎实，读起来反而不畅快。非常推荐
曾庆斯《逃亡之路》。有机会一定会读完全本。
15、一如既往的保持了高水准。不是被评为五星的书，我怎么会去买呢？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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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这本看哭了
18、这本图书是我的最爱。
19、很喜欢这一系列书。读历史就喜欢这样的视角，而不是那种对国家世界作出了贡献的那种
20、刘绪贻撰文《第一次执教武汉大学》，毕竟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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