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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热的出现，已经有多年了。
最初是学界研究的推动，发现了诸多被淹没的人，后来是民间力量的涌起，无数旧书得以刊行。
人们不再以政治的眼光简单看人看事，视角发生了变化。
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失望于当下文化人的表现，觉得可看之书不多，无论学术还是文章，民国
的气象今人已不易见到了。
    从民国过来的人对那段历史的感受，今人已不太易理解。
我们今天看民国的历史，觉得有诸多陌生之所。
那是旧传统未裂、新思想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强迫的力量没有催人之势，文人尚有自己的空间。
他们在荒芜之地，各有所梦，旋转于自造的空间。
章太炎、黄侃、胡适、周氏兄弟，在不同的路上前行，多有创造，遂留下有趣的华章来。
    一个国度，倘精神未定于一尊，思想有矛盾之迹，并非可怕之事。
在这样的空间里，一切都有可能了。
我想起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他认为谬误常常在我们的知识里。
只有经历绝望的人，才能够体验精神的美丽。
民国文人大多在忧患里存活着，他们思想里矛盾的地方，不仅没有囚禁他们的智慧，反有了突围的冲
动。
我们今天讨论他们的遗产，在惊讶之余，也会想想历史，在文化生态健全的时代，才会有多种景观的
存在。
知识与思想，在温室里是脆弱的。
在复杂的精神角斗里，思想之门才可以开启。
民国文人有的对传统抨击颇为厉害，有的乃国故的守卫者。
还有的非左非右，颇通南学北学，在困惑里照样写出迷人的文字。
    中国的历史常常因为铁板一块，没有异端力量的空间在。
先秦失礼，遂有百家争鸣；秦帝称雄，便杀博士，就有了百花凋零之茜；这是历史的警示。
民国乃千年罕有的变动的时代，遗民之曲，左派之歌，政客之舞均在．便相互催生了学说与艺术。
这些有趣的故事，有古之绝响，也含有西洋的民主气息。
驳杂的存在，才还原了人间的本色，伪士不及今天众多，可感可叹者，一时是说不完的。
    讨论民国学术，一是自由的学风可鉴，有无数流派竞驰；二是文风多见个性，不像今人这般无趣；
三呢，学术与人生是一体的，没有今天这般割裂之状。
而且，那时候的文史哲，尚未都分开来，还有交叉的理念在。
革创时代的学术和艺术，要求想象力和力量感的，这些都暗含于那个时代人的身上。
仅以汉字注音与简化笔画的讨论为例，那里不仅有旧学的展示，新学中的爱意深深流着，有拓荒的快
慰在。
而且，关于学术传承的争辩，亦有闪光之点。
在教育界，考试制度有多个层次，不是大一统的样子。
马一浮在南方建立书院，讲儒家之学术；陈嘉庚建立厦门大学，东西方学术均在。
在北大与西南联大，没有学历的名人可以任教，学者多有艺术创作的经验。
这些也足够我们作思旧之想。
生命的图案可以有趣地涂饰，那些人的精神生活的维度，显然是多重的。
    这些无疑都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念故人而思来者。
学术也是人生，而且是多致的人生，将那些历史的碎片一点点拼在一起，也是有价值的吧。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乃是追溯旧梦，看看那些人与事，怎样驱走了哀怨之苦，在惨淡的岁月，还有生
命的亮度在。
自然，每个作者的经验不同，看法各异，但能从大量资料里回望以往岁月的斑斑痕痕，为读者展示一
个时代的片影，也算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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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他们，是我们今人前行的灯塔。
他们照着夜的路，不再使我们久误迷途。
而今天的人，时时知道尚未攀登在精神高地，也便有奋起直追的勇气了。
    201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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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名人传记丛书:黄侃》作者对黄先生这伟大而光辉的一生，如家庭身世、人生道路、读书学习、
择师事师、教学科研、诗文创作、做人处世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叙述，凸现一个辛亥革命先驱、
国学大师伟大而光辉的形象，用以昭示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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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以上观之，我觉得培凤先生之文，不仅很不客观且显得偏激。
诚然，文章所举诸事，皆有一定根据，但又都进行了过度的夸张和渲染，乃至失实。
同时，文中对黄侃性情为人的整体性，只突出其善骂及怪异一点，却不及其余。
如黄侃与刘师培相交多年，友情颇深。
而在名节操守上，黄侃绝不含糊。
刘师培一旦堕落为袁世凯劝进的无行文人，黄侃即当面斥责，拂袖而去，使刘师培的企图落空，并获
得章太炎嘉许。
而这之后，黄侃又自以为经学不如刘师培，不顾自己与刘师培年岁相当本在师友之间，且己之小学、
文学又过于刘，而至其家磕头拜师，执弟子礼以学经学，且终生对刘师培以师礼事之，恩师称之。
这种自重和自谦的精神，在培风先生的文中可不见一点踪影。
而只道“（季刚先生）尝谓当今之世，所服膺者，惟一人有半。
其一为章太炎，其半则仪征刘申叔也”。
以文中所写拿来与黄侃的行事一对照，真不知培风先生言之所何自。
同时，培风先生对黄侃的总体评价则可谓毫无根据而任意渲染。
其言黄侃“动则得谤，名亦随之”，似乎黄侃动辄得咎，得名得在得谤，一生皆在人们的侧目中。
至于什么“视学生如仆婢”等等，更是臆想不实之词。
黄侃善骂，学术界、文化界人所共知，并不稀奇。
但其骂人并不刻薄恶毒，其所涉及有学术之见，有酒后失态，有一时兴起，有误信流言，所以许多被
骂之人，当时虽感难堪，过后并不存芥蒂，否则便不能解释刘禺生所记“虽胡翔冬曾被殴击，李葆初
路遇不礼，亦为之咨嗟太息，曰：中国更无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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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名人传记丛书:黄侃》由陆昕所著，介绍了黄先的生平故事，供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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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黄侃是近代学界怪杰，与陆昕君有通家之好，现经陆君妙笔写之，真实、生动而亲切，很值得一读。
 ——王学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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