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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闻道》

前言

只需要轻轻勾勒几笔，人物形象就会跃然于纸上，活灵活现。比如“有许多人，你见了一百次也没有
印象。而吴宓，你见了一次就会记住。吴宓的脑袋像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
温源宁语）。刘文典“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在月光下给学生讲《月赋》。校园里摆下
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
，不知往返。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
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
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
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俞平
伯在清华讲诗词，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朗诵。有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
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蓦地，他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巴巴地等
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梁启超讲课让人叫绝。他给清华大学学生上课，走上
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
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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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朝闻道: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100位名士珍闻录》讲述了：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
，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
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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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壹 春种贰 夏忙叁 秋收肆 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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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沈曾植（1852-1922）：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
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
师皆受沈书的影响。◎1888年，康有为上书变法。朝廷保守派大哗，将逮康有为。沈曾植劝康有为作
沉迷金石态韬光养晦。康有为听其言，博览群碑，著成《广艺舟双楫》。康有为甚惮沈曾植先生。一
天他不小心说了大话，遭到沈曾植先生的呵斥：“再读十年书，来与吾谈书法可耳。”康有为惭愧而
退。◎1915年，王国维来请教音韵学，请求给予启导。沈曾植先生耐心教之：“古人转注假借，虽谓
之全用双声可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双声诂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讹字也。”王国
维举“天显也”三字请释疑。先生说：“显与湿俱从显声，湿读他合反，则显亦当读舌音。故成国云
：‘以舌腹言之。’”又指示国维写成《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发人所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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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朝闻道: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100位名士珍闻录》：◎陈寅恪讲白居易的《长恨歌》时，第一句“汉
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一个“汉”字，旁征博引竞讲了四堂课，◎刘文典在月光下讲《月赋》。
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
，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名，看见路边一个老
头，就把他叫过来，说： “老头，给我看下包，我去报名。”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
。后来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讲堂上给大家作演讲的正是那个老头，他就是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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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唔~本来以为书会很厚重，但看到实物有点儿失望。太薄了呐~！！！粗略的翻过，感觉内容不充
实。包装有些简陋，扉页有折痕，稍有些不满~！
2、的确是珍闻录啊，跟作者简介一般。
3、《朝闻道》给人的感觉就是读过之后真的就感觉道曾经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可以当作阅读民国大
家著作的指导书来看，准确的说应该收藏一本时时翻阅。
4、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5、很不错的一本书,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近代的人物与往事,客观而平实..
6、已经有了一本，非常喜欢，非常有韵味和风骨的一本书，几次落泪，朋友说想要，就再买了一本
送给他
7、枕边书
8、文人志士实乃辛酸
9、民国有趣。
10、书不错，可以看到很多没看过的历史
11、虽有趣而不能引，此则《世说》而已
12、看的时候挺想哭的，毕竟活在一个没历史也没未来的文化断层里。摘选的逸闻很好，然而出版社
为了省钱，纸质太差惨不忍睹。
13、内容齐全，书皮再硬点就好了，挺好一本书
14、道统之所存  中华之魂不灭  存于日港台韩矣
15、民国名人名士逸闻录。
16、买了之后才发现是只有40页的短篇，本书立意较高，但限于篇幅，实际内容显得匮乏，估计作者
写着写着有点跑题了，导致结尾草率，思想沦为凡俗。
17、在学校图书馆看了一遍又一遍之后，就买了下来简洁，让读者对人物有大致了解；但没有评论褒
贬，只是针对个人成就及个性进行描述，让人爱不释手
18、夕死可矣。
19、搜罗群书，大体还可以。偶见标点错字，不注出处。普及之书，也就如此。
20、作者对人物的选择有些阙漏；“春夏秋冬”的分类固然新颖，亦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尽管如此，
民国名士的风骨于此仍可窥见一斑。正如封面上所写：民国最重要的遗产是师道尊严。
21、100位名士，或雄辩，或深沉，或宏远，在民国乱世想证明的，无非是中国的生命力。
22、虽然无传到授业之效，但也不妨收入囊中，闲来怡情。
23、这本书仿佛一个老师，其实他汇聚了一个时代的风骨，值得阅读，强烈推荐。
24、有趣的文人
25、偶见错别字，例如把“蓼汀花溆”中的“溆”印成了“滁”.......其余都好
26、没错，中国近代最丰富多彩的社会无疑是民国。
27、每每看到痛快之处，很痛快。
28、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讲述清末民国100位名士的轶闻集录，他们或诙谐、或张狂、或疯癫，
让人对那个学术自由的时代心生向往。可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29、内容简短而有趣 分片段的故事梳理。感觉挺好。
30、民国名人轶事，师道尊严
31、典型的睡前阅读
32、书的内容比较像名人轶事类，闲来翻看，了解一些民国时期大师们的点滴轶事。只是书可能摆放
书架比较久了，有点脏，封皮和书脊处有点磨损。
33、当做一个集锦
34、非常推荐，虽然有一些摘选的内容不怎么样，但大部分还是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大家们生活。很平
淡，很生活。有些大家爱骂人，有些大家爱打架，和自己观点不合的人有可能满地打滚，打成一团。
35、很不错的一本书，体裁类似于《世说新语》，小故事，有利于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36、一个让人神往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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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说一句无关的话，也许现在社会对民国时期的学人大多推崇，所以主流宣传部门有点害怕，他们
决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现在知道的民国学术大学，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黄侃、熊十力、傅斯年、闻一多、刘半农、沈从文⋯⋯里面都有涉及。该书看样子也是从其他资料
上一段段摘编出来的，没有连缀成文。个人认为有的摘选得很好，有的一般。记录的内容很生活，没
有该意地去赞美。有的大家爱骂人，不和自己学术观点相同就骂，有时还能打成一团。有的大家住对
门，“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是攻
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有的大家看不起搞戏曲研究的，有的大家看不起搞现代文学的。每个大家
都个性鲜明。从性格方面来说，他们与现代学者并无二致。我想至少让我感到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应该
是他们的气节，王国维有投湖自尽的气节，章太炎有“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官禄”的气
节，金岳霖有除林徽因不娶的“情”节。他们有自由的思想，有自由的行为，有敢于与专制斗争的胆
量。其次是他们的学术。辜鸿铭会说9种外语，获得13个博士学位。赵元任会说30多种汉语方言和英、
德、法、西班牙、拉丁等多门外语，是数学家、物理学家、音乐家。刘师培八岁就开始学《周易》算
卦，十二岁读完四书五经。傅斯年八岁就学完二十四史了，是爷爷口述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各种自由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思想自由
。没有思想的自由，哪有学术的自由，没有学术的自由，哪有学术的发展？所以现代中国学术只能跟
在西方的屁股后面走。而可笑的是，某些言论还要说“要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大
学，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课堂主阵地”。你说你好，你就应该和你认为是错误的观念去辩论，大众自
然能分清孰优孰劣，而不是禁止大众接触你认为错误的观念。
2、这本书生动有趣，一个个点滴小故事淋漓尽致地显示了每个学者的光彩，比列什么学历什么任职
什么著作什么公民强啊，空乏言论没有共鸣，感动于这些人文之光。 
3、刘良华老师博中1月27日推荐。网易读书内有连载。数则轶事串联，每一篇都不长，读来令人神往
。可作小点饭后睡前闲读，按图索骥。阅读笔记俞樾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
十余卷书，流布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
笑，吾其归欤！王闿运说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
，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
川以恢弘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 斯时方具备办大
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
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
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
标青史。（见唐浩明《杨度》）王先谦言务虚图名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
朱而趋陆、王，以程、乐务实也。汉学兴，则低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
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
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林琴南《诫子
书》天下最难之事为收放心，而最易之事，则为提醒精神。精神一提醒，则后来艰难之状，历历布在
眼前，放心不敛则自敛矣。凡血气未定之人，容易为人诱骗。你之朋友亦不是有心陷害，不过同是青
年之人，阅历不深，毫无后顾之忧，一日畅快便过了一日，不如不觉将堂堂岁月积渐抛荒。一日抛荒
，便种一月一年之根株。心情渐渐疏懒，以为凡事都有明日，不知靠明日便失之今日，逐日如此，不
知不觉又度一月。一月不过三十日，试问一年有几个三十日？岂不可惜？而翁今年七十有二，未尝一
日偷闲，正以来日无多，格外秘惜。汝年仅二十，如能如我勤勉，将来岂复可量。譬如商家，我之资
本无多，能俭能勤，亦足支撑过日。汝年富力强，本钱充足，更能勤俭，发财便无限量。须知为人必
先苦而后甜，不宜先甜而后苦。我在一日，汝便有一日之安饱，此不是甜境，是未来之苦境。汝若昧
昧视为甜境，则苦境之来，正算不到是何时日。吾为汝计，方汲汲顾景，汝反偷闲往观电影，有何益
处？不是作骗，便是狙劫，至侦探等等，全是教人为恶，毫无阅历之可言，观之殊损眼光。汝言夜间
睡不着，必是课后与同学闲谈，不能就枕，率性出塾游玩，此即不能收敛放心处。放心一萌，则眼前
便起一道愚云，将一身事业全行遮蔽。如道士炼丹，时时着魔，令汝七颠八倒，你当早早回头，习一
静字，便是安心之法。由静生明，由明看到家境，则志气奋发矣。勉之勉之。写沈从文沈从文是个情
种。他平时吃很多的糖，因为，以前他爱上一个糖坊的姑娘，但没有成，从此就爱吃糖。他追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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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说：“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喝过许多种类的酒，看过许多次数的云。行过许多地
方的桥。却只爱上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
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冰心说梁实秋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
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梁实秋说，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
；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 张祥龙写贺麟人与人的相遇与相知，有时类
乎某种奇迹。这奇迹不是希伯来人的上帝的显圣，也不是阴阳先生偶然的命中，而是人在不测的“天
时”中的际遇。“安之若命”不是死水一潭的精神状态，而是出神入化的真 人状态。真人状态虽难以
企及，那有灵性的人总可能在某一境遇中迎接生命的“奇迹”与“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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