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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寅恪，一代文化大师，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特立独行式人物。
其所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其学术成就一起，已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精神遗产。
本书对其学术成就、治学特色以及师友关系等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内容丰富、语言生动，为陈寅恪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失为一部富有特色的了解陈寅
恪生平及其学术成就、中国文化精神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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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克敌，199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晋升为教授，现在杭州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任教。
已出版著作《陈寅恪与中国文化》、《花落春仍在——吴宓与学衡》、《国民素质与教育》、《百年
文学与大学》、《梁漱溟的最后39年》、《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傅雷及其同时代翻译家》等
，在各类学术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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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朴学万卷闻名久，应作神州国宝看”——陈学入门管窥　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文人风貌一瞥
——读《柳如是别传》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王国维与陈寅恪学术理念与治学
方法漫谈　“说剑”情结与“速死”心态——从龚自珍到章太炎再到陈寅恪　管隙敢窥千古事，毫端
戏写《再生缘》　大师的失误——陈寅恪之失误及与他人学术分歧漫谈　花落春仍在——陈寅恪论传
统文化的力量与价值　“取珠还椟”与外来文化的输入及改造——陈寅恪谈中外文化　对对子与中国
文化精神——略论陈寅恪的语言研究　谈鲁迅与陈寅恪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颂红妆”与《红楼梦
》　《柳如是别传》与陈寅恪的才女情结　“事如春梦了无痕”——陈寅恪笔下的中国近代史第二辑
　“定庵当日感蹉跎，青史青山入梦多”——陈寅恪之学术传承及师友交往　陈寅恪之师承及其与西
方学术思想关系漫谈　钱穆笔下的陈寅恪——读钱穆的《师友杂忆》　《吴宓日记》中的陈寅恪　陈
寅恪与新文化运动　“钱唐真合是吾乡——陈寅恪先生的“杭州情结”兼谈与朱师辙的交往　从“南
柳北陈”说起　梁漱溟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第三辑　“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陈
寅恪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千古文人国师梦　陈寅恪为何感慨　由王国维推崇汪元量看王氏悲剧　私
人讲学：文人最后的舞台与家园　从文人的占卜与相面说起　“国谁之国，友何处友？
万事伤心，一朝脱手！
”——吴宓在1952年　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略论陈寅恪的知识分子观　奇异的比较
——文人与妇女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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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文人风貌一瞥——读《柳如是别传》一陈寅恪晚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是《柳如
是别传》，对于陈寅恪撰写此书之目的及其学术价值，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
笔者在此也无意进行探究，只是在数次阅读之后，发见该书除却张扬陈寅恪自己认定的“颂红妆”旨
意外，还为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群体的全景图以及他们置身其中的江南社会风貌。
毫无疑问，了解这些，对于理解今天的江南文人以及滋生他们的土壤即江南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历史
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早对《柳如是别传》作出高度评价的应该是其好友吴宓，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广州看望好友陈
寅恪后，在其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近乎盖棺论定式的文字：（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
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
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
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
盖有深意存焉。
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
①今人胡晓明对此评述说，吴宓此言之重点，是在强调易代之际的中国文人，该如何对有关文化与道
德之基本命运做出抉择。
所谓的“颂红妆”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或一种叙述策略，其真正的深层关注则应含有文人心态史
的更多更深含义。
显然，相对于单纯的“颂红妆”旨意，展示那个时代的文人精神世界和地域文化风貌，并借此揭示数
百年来中国文化变迁之历程，就更有意义和价值。
①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不仅对以柳如是为代表的“红妆”给予热情赞颂，而且对江南文化和
江南文人也有着深入分析并带有明显的偏爱之情。
由此可以说明，陈寅恪在1949年后之所以多次流露出想在杭州安度晚年的想法，看来不仅是由于其父
兄归葬于此的缘故，江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和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至于江南诸城市中他特别对杭州感兴趣，则不排除还有另一位陈寅恪赞颂过的杭州才女陈端生的因素
。
此外，由于钱谦益和陈子龙二人是江南文人的代表，因此对他们二人思想及文学成就的评述，对他们
日常生活和仕宦生涯的展示，也就可以看作是对那个时代江南文人的评价。
江南文化以及社会风气、风土人情等，其实早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引起历代文人的关注。
发展至明末清初，其与北方中原文化之差异，早已十分巨大。
而江南文人与歌妓，虽然社会地位截然不同，却因他们各自特殊的社会身份，得以成为江南文化的创
造和传承者，并因此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此特别注意揭示，并把它们与文人、“红妆”之性格和命运紧紧联系在
一起来分析。
如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代表性人物钱谦益和陈子龙等，离开了他们所生活的江南，其性格命运很可能
就是另一个样子。
又如“红妆”之代表柳如是，其人果然聪明绝伦，不愧一代才女称号，但她之所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
，则一方面和她多与文人墨客交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江南地区特有的社会风气有关：河东君及其同
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
推论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聪慧，虚心向学所使然。
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
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
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
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
求之也。
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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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④可以肯定的是，柳如是自从离开前宰相周道登家后，正是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和特有的水乡地理环
境赋予她一定的生存空间和公共空间，使她可以在江南地区过一种虽然是流浪却较为自由的生活。
从《柳如是别传》可以看出，相对灵活的水上漂泊生涯之所以可以实施，固然得益于她的青楼身份，
但也与江南民风之宽松以及士大夫对她这类才女的资助有很大关系。
柳如是在与钱谦益结合之前，数年间仅凭一船来往于江南地区，江南水乡特有的这种船文化，无疑对
她帮助很大。
不同于陆上之车，船本身除却交通功能外，还可以承担居住生活功能，这就使柳如是可以免除寻找住
处的担忧而自由往来各地。
此外，一些江南名士更是直接给柳如是很大帮助，如杭州的汪然明，不仅对其才华十分欣赏，广泛为
之宣扬，而且从经济等方面给予大力资助。
作为一个古稀老人，此举不仅没有受到社会舆论和文人的嘲讽，反而得到认可，这就与江南特有的社
会风尚以及当时江南文人的精神风貌有直接关系。
就江南城市而言，杭州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
自南宋时开始获得飞速发展后，到明末杭州已俨然成为文人与歌妓交往的中心，西湖及其周围的名人
府邸、客栈等更是形成一个有形的公共空间，而柳如是时期的杭州，汪然明就是连结文人与歌妓的中
介人物。
文人与“红妆”，看似身份绝然不同，其实多有相似。
这里所强调的是，在历史变迁之际，他们的命运不仅十分相似，而且多有关联、互为因果。
今人孙康宜认为，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文人之所以格外看重“红妆”，除却文人特有之怜花惜玉情结外
，更主要是由于他们从这些才女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才女命运的浮沉，就是国家民族命运的隐喻。
①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钱柳因缘个案的探究，实际也是在关注此类问题。
他多次称柳如是为“柳儒士”就当非无意之举，意在以柳氏命运暗喻文人命运。
自然，影响文人命运的因素固然很多，而时代变迁无疑是最重要之一，特别是异族入侵所导致的改朝
换代这样的变化，对文人心理的冲击更是巨大。
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中国文人之性格命运与时代变迁之关系，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有一段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著
名议论：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
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
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
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
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
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
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②显然，在《柳如是别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贤者拙者”、“不肖者巧者” 等各类文人的精彩表演
以及不同结局，而且陈寅恪的分析更加深入细致，更注意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解释其所以如此和不得不
如此的原因，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反省。
此外，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人生时间约可分为两节，一为中岁以前，一为
中岁以后。
人生本体之施受于外物者，亦可别为情感及事功之二部。
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
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
①通常，人们只注意陈寅恪的第一段话，其实我以为第二段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文人对时间流逝一直
极为敏感，对个体生命的相对渺小无助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无奈情怀，而这一点极大影响着他们的入
世情怀和避世心态之转换，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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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之所以花费极大精力考证钱柳因缘，就是要以此为出发点，论述易代之
际的江南文人，其在婚姻爱情和事功方面的各种表现，并最终展示他们复杂的精神世界，从而为那个
时代的文人命运，给出自己的解释。
 就钱柳因缘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件大事，一是他们的结合过程和实现的具体形式，一是钱氏降清
并最终导致他们夫妻归于悲剧性命运，特别是柳如是的自杀结局。
所有这些都既可以看作对他们婚姻爱情的考验，又可以看作与他们交往之江南文人反应的试金石。
据陈寅恪所言，崇祯十三年，柳如是和钱谦益初次相识，即一见如故，而此时的钱谦益在仕途方面却
是屡遭挫折。
就年龄而言，此时的钱谦益已是59岁，早已过陈寅恪所说的“中岁”，对“仕宦”这样的事功之事早
该看淡。
那么，反过来在情感方面寻求补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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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个寒假，除却到三亚度过几天夏天的日子外，就是呆在家里编辑这部书稿了，即便是大年初一也不
例外，是名副其实的“站在牛头”呢。
如今书稿总算完成，想到它无论怎样的浅薄，毕竟代表了我对陈寅恪先生的敬意和缅怀之情，也就释
然。
今年是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学术界当有举办一些纪念活动。
我曾打算今年做两件纪念陈寅恪先生的事情，出版这部小书算是一件，另一件则还无法确定，因为有
些事情不是我所能决定，所以也就不打算先在这里透露。
即便最后无法实现，我想陈寅恪先生九泉之下有知，当也会理解的吧。
收入本书的文章，有些发表过，有些属于新写，之所以把有些发表过的再收入，是因为当初发表时由
于各种原因都是有所删改的。
如今我都恢复了原貌。
还有一些则是由于材料和观点的变化而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改。
在本书的结构方面，本来可以按照严格的学术专著分为章节来写，但考虑到那样写过于正式和学术性
过强，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所以才决定采用如今分为三个专辑的形式，在语言方面也适当考虑到
通俗和尽量地非专业化一些。
至于题目，我原先拟为《陈寅恪学术思想散论》，后出版社建议改为现名，意思是这样更加明快也更
有意味，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而且似乎还与我早年那本《陈寅恪与中国文化》有些关联，就采纳
了他们的意见。
本书的出版，得到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林冠珍女士及何翰林先生，为此书的出版付出
很多劳动，是特别令我感动的，也在此向所有为该书的顺利出版给予关注和帮助的人们致以深深的谢
意！
此外，我也要感谢陈氏后人、我的家人和学生，为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热情鼓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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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经陈寅恪的中大旧居，就想，此公学问和心迹，我辈已难分享，然其气节和风骨，理应是今日知识
人的榜样。
先生之情寄诗，志则在史，思想常与时代相左，精神却不为世俗所转移，即便晚年目盲足膑，也不自
废，著述仍立意远迈。
刘克敌穷多年心力，研读陈寅恪之人文诗史，帮助我们探究这20世纪不多见的大人，大灵魂，大学问
，凡对陈寅恪和他的时代有兴趣者，此书不可不读。
　　——著名学者、批评家  谢有顺在这个躁动不安的世代，刘克敌兄是难得的低调而诚实的学人，
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近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对陈寅恪用力尤深，这本书就是他最新的收获，其中许多
文章属于首次面世。
　　——著名学者  傅国涌中国局势三百年一变，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三代更是亲历了“三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和历史学家，陈寅恪最关注人在大变局中的命运，尤其关注文化人在大变局中如何
自处，如何应对时势，如何持守人之尊严和文化之尊严。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即是他此种思想之总结。
 刘克敌先生的陈寅恪研究，对陈寅恪颇有“了解之同情”，深通其“遗民之怅惘，家国之悲叹”，而
且融入了个人的命运与追求，因而能够帮助我们对陈寅恪与时代、与家国、与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达
成深切之了解。
　　——著名学者、批评家  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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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特色：1.主人公传奇：陈寅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格，一直
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尊崇。
晚年他膑足盲目，如何进行学术研究，为何他被学者称为教授的教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2.论题精彩：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有哪些关联，他为何热衷于“颂红妆”研究，他的师友与他的关
系如何，他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这些“陈学”入门论题，引人入胜。
3.作者专业：作者在高校从事专业教学、研究多年，尤其对陈寅恪研究颇有心得，著书多本，得到学
界的充分肯定。
4.专家推荐：著名学者谢有顺 傅国涌 摩罗联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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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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