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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独去闲》

内容概要

《孤云独去闲:民国闲人那些事》作者肖伊绯讲述的是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名人的生平事迹。主要介绍董
康、夏仁虎、叶德辉、丁福保、蒋维乔、王季烈、刘世珩、吴梅、罗福颐、刘文典、姚光、赵尊岳、
周岸登、顾佛影、蔡莹、冉樵子、朱宽、贺玉波、曹葆华、李健吾等在民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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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独去闲》

作者简介

肖伊緋，四川成都人，獨立學者、自由撰稿人。曾遊學法國、印度等地，長期從事人文領域泛文化研
究及相關著述。已出版《在高盧的秋天穿行》、《先知之城》、《法國時尚百年》、《民國達人錄》
、《風景的標記》、《虛構的風景》、《十城記》、《孤雲獨去閑》等，即將出版《民國笑忘書》、
《樣板戲》、《小園香徑》、《園林符號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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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独去闲》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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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独去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首先考察郑氏所笃信的吴梅观点，源出何时何地？从吴梅1931—1937年几乎不曾间
断的日记中，没有发现吴梅对董康的直接评价，甚至于连“董康”这个名字都未曾提及。可想而知，
二人交谊淡薄，可能没有深入接触过。吴梅这七年日记中，事无巨细地多次提及友人交往、曲学观点
、版本考证等诸多文人琐事，甚至于连家中被盗一只炒锅、坐人力车忘带钱这种事都记录进去，却唯
独没有提到董康这个理应有所耳闻的同时代“达人”。 吴梅日记唯一提到与董康有关的，仍然是董氏
刻书，只不过仅仅是作为吴氏藏书书目之一项而一笔带过。为避日军战火，吴梅千辛万苦从苏州老家
抢运出来部分藏书，其中除了董氏名刻《杂剧十段锦》、《盛明杂剧》初、二集之外，还有他在1928
年为之作序的经董康校订的《曲海》。除此之外，吴梅于董康其人其事、其书其学均未置一辞；而现
存的吴梅信札中，也未见到吴董二人的通信纪录。 郑氏所言的“后为吴瞿安先生所得’’的董康刻书
底本之原刻本，吴梅本人也的确颇为珍爱，对《石巢传奇四种》每一种传奇均作有长篇题跋。题跋中
钩沉稽史、论曲谈词，也曾语涉当时曲学界、藏书界多人，诸如刘凤叔、刘世珩、王季烈等，但偏偏
也没有提及董康。然而，值得注意的却是，即便是原刻本，吴梅对其中的三种传奇所用到的北曲词律
，也提出了诸如“平仄未谐”、“皆不合规律”、“究非正格”的批评，说明原刻本还是“终有错误
”。那么，郑氏提到的“余今得此本，如有力时，当先从事于‘春灯’一剧之‘发覆’也”云云，又
如何“发覆”？既然原刻本都“终有错误”，郑氏又依据什么去纠正董氏刻本的错误？ 显然，这是藏
书家的私癖使然，郑振铎也不例外。一旦拿到时代较早的所谓“原刻本”，便希望对后世诸刻本进行
校正和纠缪；一旦原刻本也“终有错误”时，似乎也可以用“从古”来堂皇地敷衍过去。吴梅是明曲
律、会订谱、能唱曲、可写剧的曲学大家，应该说在学术批评方面不但可以是权威，而且也可以苛刻
。但他是否对郑振铎说过其对董氏刻本的强烈不满，是否真有重新校正一遍的“发覆’’之决心？在
学术江湖中郑吴二人又是否是同一门派？二人又是否具备了彼此推心置腹、教外别传的默契？所有这
些过往，或许都难以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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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独去闲》

精彩短评

1、这本书中提到的很多民国人物如顾佛影、姚光、朱宽、贺玉波等都是初次听说，作者结合自己收
藏的书籍介绍他们的文采风流，也是挖掘文化史上的失踪者，颇让人长见识，最后提及温州有关的一
些人物特显亲切。
2、如果说中国的大师,民国年间绝对不可忽视.正是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大师,让我们感动.读民国闲人
那些事,其实,闲者,贤也.
3、有一定用处。
4、肖伊緋写民国,很赞的!猪猪呆
5、文化人。这个题材的东西不多，还挺好玩的。
6、?价格便宜，还是很划算滴
7、结合自己的藏书讲述文人的八卦，有点意思。缺点是开本太大，一副垃圾书的德性。
8、有一种悲催叫学术
9、谁人真正闲得，浮生半日。
10、姚光事迹。
11、讲述民国名人藏书故事
12、高中时我就是那种文科很差的理科生，这辈子太后悔没好好学历史～现在看来这些故事这些人都
太有趣太值得钦佩学习～其实，生活原本还有别的模样与希冀～
13、另一个诸子百家时代
14、此书慢慢读，一个个人物竞相出台，各领风骚。很喜欢！
15、闲是一种状态，独去闲是一种态度。
16、如果在目录中就可以把关于所描述人物的主要生平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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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独去闲》

精彩书评

1、江南有多“闲”？——评《孤云独去闲》《孤云独去闲》，肖伊绯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
出版吴骧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新书《孤云独去闲》，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民国人物评传集。副标题“民国
闲人那些事”，已说得很明白，是专写那类比较“闲”的名人。但究竟什么样的标准，才是“闲”，
才是真“闲”呢？本书选取的20位民国“闲人”，据说其选用其人其事的标准乃是捕捉民国历史中独
具个性之人物与事件。粗略一看，这些人物祖籍在“江南”区域中的竟达13位之多，“闲人”的半壁
江山皆在江南。那么，江南究竟有多“闲”？闲人榜上，江苏常州人有三位，董康、蒋维乔、赵尊岳
。苏州人两位，吴梅与王季烈，无锡人有丁福保与南京人有夏仁虎。单单是江苏人就占据了七把交椅
，著者的写法也颇具匠心，把江南文化的那个“闲”字落到了白纸黑字之间。不妨列举一二。董
康(1867—1947)，曾是近代中国不多见的法学专家、资深法学海归，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这样一位专家，到后来却辞官休养，专注
于搜求各类稀见古籍。到后来，董氏藏书与刻书的一番闲情逸致，“武进董氏”不但成为民国刻本的
金字招牌，也成就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书林佳话。如今，董康当年仿照明代版本技法所刻印的书籍价格
颇受追捧，已经超过了普通明代古籍的价格。闲也要闲得有专业范儿，董康就是一例。再来看蒋维乔
，是实实在在的中国近代养生学先行者，其静坐法养生之道当年红透大江南北。蒋维乔（1873—1958
），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1895年先后入江阴南菁书院和常州致用精舍研究“
西学”，后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着手编辑小学教材，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出版后风行一
时，在教育界影响巨大。辛亥革命后，蔡元培首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蒋维乔应邀任教育部
秘书长，主持拟订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但以上这些事务
工作，并不妨碍他对身心健康方面的特别关注。因蒋氏少年时衰弱多病，自创呼吸静坐养生法，写成
《因是子静坐法》一书，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与欧美诸国。又将静坐法与佛学研究相结合，著有《中
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大乘广五蕴论注》等。其实，蒋维乔的养
生学原理是简单易行的；但能静下心来坐一坐，如今却是难得的奢侈。现代人的忙碌，又有几人能做
到真的这样的平心静气、闲坐无事。无论如何，与董康辞官刻书相类似，这又是闲也闲得有专业范儿
的一例。书中写到的吴梅（1884—1939），则更有意思。在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之后的昆曲
虚热中，又由于和喧嚣一时的“非遗”总能扯上关系，吴梅作为一位被遗忘已久的曲学大师被推上文
化前台。吴梅传记、著述及全集均已陆续出版，大师身影渐次浮出水面。但书中的少年吴梅，暂时还
不是“大师”，而是有情人、伤心客。秦淮河畔故事多，新的故事却不多。吴梅的这一段原本闲得没
影儿的旧事，还是被后来人从那些闲词逸句拈提了出来，成为秦淮故事中的一段新掌故。著者结合珍
罕的奢摩他室《暖香楼》初刻本与吴梅定谱《湘真阁》曲本，联系其日记、书信及佚作，搜寻蛛丝马
迹种种，勾勒出少年吴梅的一段隐秘情事。《吴梅全集》中遗漏的诸多细节，在这里一一披露，著者
极尽钩沉索隐之能事，将这样一篇看似“戏说”文字做出了考据学意义上的学术份量。无怪乎，作为
吴梅再传弟子的康保成教授也对此书欣然评介说：在战乱的年代，能有那么一些“闲人”，做他们喜
欢做的事。一不留神，就成了难以超越的大家。其中吴梅是我的师爷，是一代曲学宗师。真羡慕他们!
也希望生活在浮躁年代的我们，读一读这些“闲人”做的“闲事”。是啊，世上难得有闲人。或许我
们此生都注定做不了“闲人“，但总可以读一读这些“闲人”做的“闲事”吧。江南有多闲，恐怕不
是单纯的文化想像可以去量度。看看江南人物的生涯种种，对什么是“闲”，什么是“江南”，会更
多一份真真切切的感受与领悟吧。
2、在很多时候,用两个晚上知道的事情,可能比一生知道的事情还多.虽然更多是曲人,更多带有&quot;
闲&quot;的味道,但还是看得惊心不已.像叶德辉,像董康,像顾佛影,谁人不令人唏嘘不已?但我无法回去,
无法回到那个乱世,只能在今天的某个约略寒冷的春夜里,默默地读他们.和他们的欢喜悲愁.很偶然和肖
伊绯通过邮件,是一个达观聪慧的人,惜字如金.就像这书里,就像这书的许多人,充满一种惆怅的味道.
3、闲是一种状态，独去闲是一种态度。。。。。。。。。。。。。。。。。。。。。。。。。。。
。。。。。。。。。。。。。。。。。。。。。。。。。。。。。。。。。。。。。。。。。。。。
。。。。。。。。。。。。。。。。。。。。。。。。。。。。。。。。。。。。。。。。。。。。
。。。。。。。。。。。。。。。。。。。。。。。。。。。。。。。。。。。。。。。。。。。。
。。。。。。。。。。。。。。。。。。。。。。。。。。。。。。。。。。
4、学术有什么用？——评肖伊绯著《孤云独去闲》吴骧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新书《孤云独去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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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独去闲》

一本很有意思的民国人物评传集。其实，封面上“莫谈国事”的招贴，已经别有用心，足以让人觉得
这本书与众不同。那么说它很意思，究竟有什么意思，其实一言以蔽之：学术有什么用？这只是个追
问，可以思索，却无法回答。全书集中评述了20位民国人物的生平事迹，其中大部份是终生以学术为
业的专家学者。虽然曾经或才情盖世，或意气风发，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即人生结局都不
圆满。不妨列举一二。董康(1867—1947)，曾是近代中国不多见的法学专家、资深法学海归，1908年清
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这样一位专家，
从给清政府修律到为北洋政府效力，从没干几年帝国灭亡到任财政司长时被暴徒群殴，始终有点莫明
奇妙。到后来辞官休养，自己摆弄藏书与刻书的一番闲情逸致，却又因刻书纸墨版本均相当考究故定
价不菲，而招致一些读者与学者的“奸商”微辞。当然，还有郑振铎认为其学术不精，忿忿不平的要
待将来“发覆”一番。1926年11月，董康加入了沈钧儒、蔡元培与苏浙皖知名人士组织的“三省联合
会”，主张实行苏、浙、皖三省自治，被孙传芳通缉，从此海归又归海，开始其十年流亡日本生涯
。1937年他奔赴日占伪华北政府任职，又成了“汉奸”。1927年被枪毙的叶德辉（1864—1927），是学
术界多少年来一直有点争论无休的冤假错案。但叶氏本人的特立独行，无疑仍是招灾致祸的根本原因
所在。毛泽东八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一句：“那个时候把叶德逃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不
那么妥当的审判，最终还是让这个“读书种子”非正常死亡，以指摘世道、学术谬误为快意人生的叶
德辉就这样极其荒谬的死去。无疑，叶氏以正统“经学”自居进而横扫各路思想的作法则过于书生意
气，最终没能把他切齿痛恨的牛鬼蛇神们扫除，却让自己一次次的斯文扫地，成为一个当时代不可理
喻的“谬人”，终致杀身成仁。除却这两个比较典型、特别极端的例子之外，书中还有一类搞学术不
得善终的人。如蒋维乔（1873—1958），曾任教育部秘书长，主持拟订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
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因少年时衰弱多病，自创呼吸静坐养生法，写成《因是子静坐法
》一书，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与欧美诸国。但其医学原理却为鲁迅痛斥，其结合佛教坐禅的方式又为
印光所不屑，总而言之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1958年，因听闻反右运动风潮，当得知自己突然
成了“右派”，又不得不自杀了。王季烈（1873—1952），曾是最早将X光理论译介到中国，并确定“
物理学”学科理论的早期物理学家。因曾任前清小吏，辛亥革命后东躲西藏，终于在1927年由北京迁
居大连文化台，1931—1933年间担任伪满“宫内府顾问”。后辞官返回苏州，精研经史诗文及昆曲，
与刘凤叔等人校订曲谱，当然也有人批评其学术不精，曲学成果基本属于照搬前人。近年更有刘凤叔
后人屡屡撰文，称其剽窃其父辈曲学成果云云。 这些姑且不论，这个原藉苏州的物理学家，几乎一生
都在“北漂”，可终究没能漂出个什么前途。好不容易捱到1949年，再次应邀北上任文史馆职时，突
然瘫痪，不久即病逝。除了这些一生颠沛流离、始终不得志的学者之外，其他的学术人物，如弃官归
隐的夏仁虎、少年情伤的吴梅、真金白银附庸风雅的赵尊岳、始终追不到贵小姐的顾佛影、一生谨小
慎微的罗福颐，无一不是活得相当低调、憋屈的。书中列述的最后两位人物，曹葆华与李健吾，似乎
稍微主旋律了一点，毕竟这是两位1949年之后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主流”人物了。但书中所阐示出
来的生平线索，也是让人为之一震的。没有专门翻译马恩列斯著作之前的曹葆华、没有只做外国文学
译介之前的李健吾，无论生活境遇还是思想状况也是相当纠结不堪的，挣扎与彷徨仍然是他们的症候
。好在他们后来找到了“组织”，有了固定工作单位，也就主流了，各方面都和谐了。至于他们的本
心原意，则只有他们自己才心知肚明了，是书作者笔触委婉，有点言不尽、心已远的味道。不管怎样
，《孤云独去闲》的重点倒并不在一个“闲”字，“门”里的“木”头写不成一个“闲”字。在全书
看似木讷平实的史料分析背后，实则隐藏着某种欲言又止的悲怆。全书的主旨，如果作者觉得说出来
还有什么不妥或顾忌，作为读者，作为局外人，我却禁不住来喊个话。一句话，学术有什么用？
5、学术有什么用？——评肖伊绯著《孤云独去闲》吴骧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新书《孤云独去闲》，是
一本很有意思的民国人物评传集。其实，封面上“莫谈国事”的招贴，已经别有用心，足以让人觉得
这本书与众不同。那么说它很意思，究竟有什么意思，其实一言以蔽之：学术有什么用？这只是个追
问，可以思索，却无法回答。全书集中评述了20位民国人物的生平事迹，其中大部份是终生以学术为
业的专家学者。虽然曾经或才情盖世，或意气风发，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即人生结局都不
圆满。不妨列举一二。董康(1867—1947)，曾是近代中国不多见的法学专家、资深法学海归，1908年清
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这样一位专家，
从给清政府修律到为北洋政府效力，从没干几年帝国灭亡到任财政司长时被暴徒群殴，始终有点莫明
奇妙。到后来辞官休养，自己摆弄藏书与刻书的一番闲情逸致，却又因刻书纸墨版本均相当考究故定
价不菲，而招致一些读者与学者的“奸商”微辞。当然，还有郑振铎认为其学术不精，忿忿不平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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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将来“发覆”一番。1926年11月，董康加入了沈钧儒、蔡元培与苏浙皖知名人士组织的“三省联合
会”，主张实行苏、浙、皖三省自治，被孙传芳通缉，从此海归又归海，开始其十年流亡日本生涯
。1937年他奔赴日占伪华北政府任职，又成了“汉奸”。1927年被枪毙的叶德辉（1864—1927），是学
术界多少年来一直有点争论无休的冤假错案。但叶氏本人的特立独行，无疑仍是招灾致祸的根本原因
所在。毛泽东八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一句：“那个时候把叶德逃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不
那么妥当的审判，最终还是让这个“读书种子”非正常死亡，以指摘世道、学术谬误为快意人生的叶
德辉就这样极其荒谬的死去。无疑，叶氏以正统“经学”自居进而横扫各路思想的作法则过于书生意
气，最终没能把他切齿痛恨的牛鬼蛇神们扫除，却让自己一次次的斯文扫地，成为一个当时代不可理
喻的“谬人”，终致杀身成仁。除却这两个比较典型、特别极端的例子之外，书中还有一类搞学术不
得善终的人。如蒋维乔（1873—1958），曾任教育部秘书长，主持拟订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
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因少年时衰弱多病，自创呼吸静坐养生法，写成《因是子静坐法
》一书，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与欧美诸国。但其医学原理却为鲁迅痛斥，其结合佛教坐禅的方式又为
印光所不屑，总而言之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1958年，因听闻反右运动风潮，当得知自己突然
成了“右派”，又不得不自杀了。王季烈（1873—1952），曾是最早将X光理论译介到中国，并确定“
物理学”学科理论的早期物理学家。因曾任前清小吏，辛亥革命后东躲西藏，终于在1927年由北京迁
居大连文化台，1931—1933年间担任伪满“宫内府顾问”。后辞官返回苏州，精研经史诗文及昆曲，
与刘凤叔等人校订曲谱，当然也有人批评其学术不精，曲学成果基本属于照搬前人。近年更有刘凤叔
后人屡屡撰文，称其剽窃其父辈曲学成果云云。 这些姑且不论，这个原藉苏州的物理学家，几乎一生
都在“北漂”，可终究没能漂出个什么前途。好不容易捱到1949年，再次应邀北上任文史馆职时，突
然瘫痪，不久即病逝。除了这些一生颠沛流离、始终不得志的学者之外，其他的学术人物，如弃官归
隐的夏仁虎、少年情伤的吴梅、真金白银附庸风雅的赵尊岳、始终追不到贵小姐的顾佛影、一生谨小
慎微的罗福颐，无一不是活得相当低调、憋屈的。书中列述的最后两位人物，曹葆华与李健吾，似乎
稍微主旋律了一点，毕竟这是两位1949年之后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主流”人物了。但书中所阐示出
来的生平线索，也是让人为之一震的。没有专门翻译马恩列斯著作之前的曹葆华、没有只做外国文学
译介之前的李健吾，无论生活境遇还是思想状况也是相当纠结不堪的，挣扎与彷徨仍然是他们的症候
。好在他们后来找到了“组织”，有了固定工作单位，也就主流了，各方面都和谐了。至于他们的本
心原意，则只有他们自己才心知肚明了，是书作者笔触委婉，有点言不尽、心已远的味道。不管怎样
，《孤云独去闲》的重点倒并不在一个“闲”字，“门”里的“木”头写不成一个“闲”字。在全书
看似木讷平实的史料分析背后，实则隐藏着某种欲言又止的悲怆。全书的主旨，如果作者觉得说出来
还有什么不妥或顾忌，作为读者，作为局外人，我却禁不住来喊个话。一句话，学术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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