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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温故知新 全景呈现百年中国的丰富与曲折
　　继往开来 为未来走向提供清晰切实的参照
　　《梦想与路径》全书约175万字，得作者近200人，文章256篇。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法律、军事、外交、伦理、宗教、新闻、出
版⋯⋯等诸多层面，几乎无远弗届，靡所不包。
遴选时文质并重，注意展现时代特征与个人风格。
务必言之有物，一掴一掌血，兼具文本意义。
同时确保局部与整体的丰富、驳杂、饱满和平衡。
选文时间界限是1911—2011年间，次序按年份先后排列——如是又有了些许编年史的意味。
作者身份千差万别，百无禁忌。
每位作者入选文章少则一篇，至多五篇，尽量在充分覆盖的同时，又突出重点。
因篇幅所限及其他原因，部分文章予以存目。
大抵一编入手，百年烟云过眼，精粹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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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梁由之，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楚人，居粤多年。
兴趣广泛，尤好音乐、历史、军事、金融投资和旅行。
2005年开始在天涯社区敲发文字，2006年起在《读库》等平面媒体发表文章。
其《红尘冷眼》《风雨江山》《百年五牛图》《谋士群研究》等系列作品，影响巨大，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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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收回干线铁路问题
梁启超：学与术（存目）
黄远生：借款内脉之解剖（节选）
梁启超：致康有为书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存目）
宋教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
严复：说党
康有为：孔教会序
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
严复：《民约》平议
杜亚泉：个人之改革
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
王国维：《流沙坠简》序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陈独秀：敬告青年
杨度：君宪救国论（存目）
邵飘萍：北京特别通信（九）
——呜呼议员之怪状，呜呼民国之前途如何
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
蔡锷：口授遗嘱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存目）
鲁迅：随感录四十八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叶圣陶：女子人格问题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附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存目）
蔡元培：洪水与猛兽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存目）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存目）
杨铨：托尔斯泰与科学（存目）
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
周作人：思想界的倾向（附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
李璜：社会主义与社会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
（附张君劢《人生观》, 演讲）（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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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存目）
释太虚：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
鲁迅：过客
鲁迅：灯下漫笔
蔡元培：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
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
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存目）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存目）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
王世杰：中国妾制与法律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存目）
陈布雷：告黄埔同学书
张季鸾：蒋介石之人生观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罗隆基：论人权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梁实秋：论思想统一
王云五：印行《万有文库》缘起
张季鸾：对于言论自由之初步认识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存目）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存目）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
胡适：追悼志摩
王造时：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
——中西接触以后的政治变化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存目）
潘光旦：优生的出路（存目）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林语堂：论谈言论自由
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
晏阳初：在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上的报告
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
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
汪精卫：自述
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存目）
李剑农：联省自治运动与南北各军阀的混战（存目）
丁文江：公共信仰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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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
丁文江：我的信仰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
极权国家乎？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
张季鸾：归乡记
鲁迅：忆韦素园君
萨孟武：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存目）
瞿秋白：多余的话
周作人：岳飞与秦桧
林语堂：今文八弊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节选）
卢作孚：和谐运动的具体意见
陈之迈：民主与独裁的讨论
张佛泉: 民治“气质”之养成
王新命：全盘西化的错误（存目）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赵一曼：遗书
张季鸾：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
蒋百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附《国史大纲前言》）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毛泽东：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存目）
王实味：野百合花
丁玲：“三八节”有感
丁玲：风雨中忆萧红
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目）
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
陈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
龙季子：实行工业化的条件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周作人：甲申怀古
聂绀弩：明末遗恨
冯友兰：别共殊
赵超构：延安一月（存目）
《新华日报》社论：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成舍我：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郭沫若：论郁达夫
萧公权：圣教与异端
——从政治思想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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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徐铸成：记者节上的讲话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
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萧乾：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
胡适：自由主义
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人民日报》社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存目）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存目）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
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存目）
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存目）
殷海光：民主底试金石
《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钟惦棐：电影的锣鼓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
钟叔河：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附《错就错在要思想》）
马寅初：新人口论（存目）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存目）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存目）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存目）
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存目）
胡适：容忍与自由
谭其驤：论曹操
沈云龙：黄克强与陈英士（存目）
殷海光：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邓拓：王道和霸道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存目）
殷海光：自由的伦理基础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存目）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存目）
遇罗克：出身论（存目）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执笔）、李伟信：571 工程纪要（存目）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存目）
赵元任：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存目）
陈敏之：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存目）
白先勇：《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存目）
李洪林：读书无禁区
王春瑜：“万岁”考
余光中：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聂绀弩：七十年前的开笔
余光中：缪斯的左右手——诗和散文的比较（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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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存目）
金观涛、 刘青峰：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存目）
黄裳：海滨消夏记
叶圣陶：我呼吁
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
唐凤楼：我和“阿诗玛”的悲欢（存目）
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存目）
孙犁：病期经历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存目）
柯灵：遥寄张爱玲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
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
朱大可：谢晋模式：当代电影的图腾和衰变信号
沈玉成：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存目）
李泽厚：胡适、陈独秀、鲁迅——“五四”回想之三
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
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香港中文大学廿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
张广照：社会进步需要言论自由
苏晓康：世纪末回眸（存目）
周涛：黄河漂流探险目击记（存目）
何平：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
叶兆言：纪念
陈锡添：东方风来满眼春（存目）
张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
王蒙：躲避崇高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萧功秦：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思潮
朱维铮：基督教与近代文化
流沙河：回望流年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化问题（存目）
葛剑雄：我们应有的反思——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余华：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
刘再复、李泽厚：告别革命（存目）
何清涟：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
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困境
舒芜：《回归五四》后序（存目）
冯克利：阿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
——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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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十字街头象牙塔（存目）
朱学勤：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存目）
金雁：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
——从“新保守”到“文明冲突”的彼岸回应
罗岗：谁之公共性？

虞云国： 史坛南北二陈论
刘小枫： 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
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
单世联：“尽在烟云变幻奇”——读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存目）
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引言
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
卢周来：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另一种看法
程晓农：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

易中天：盘点李泽厚
资中筠：美国的强盛之道
胡舒立、李巧宁、李箐：庄家吕梁（存目）
程青松：新小城，旧小城
——看两版《小城之春》怎么说话
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
肖雪慧：有必要从根本上检讨的教育政策
——反思九十年代的教育
萧功秦：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
——从清末新政到邓小平新政（存目）
崔卫平：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俞晓群：《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
韩纲：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存目）
高尔泰：谁令骑马客京华
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存目）
朱正：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
谭伯牛：邵飘萍因何而死
余世存：中国劫（存目）
刘统：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野夫：余震延绵的大地（存目）
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
——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研究案例之一（存目）
龙子仲：理想令生活宽阔而又绵长
马英九：纪念自由主义巨擘殷海光与雷震（存目）
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陈丹青：鲁迅与美术
贺卫方：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人民日报》评论部：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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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梁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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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流于颓废主义，（二）假理想主义。
　　颓废主义的文学即耽于声色肉欲的文学，把文学拘锁到色相的区域以内，以激发自己和别人的冲
动为能事。
他们自己也许承认是伤感的，但有时实是不道德的（我的意思是说，不伦理的）。
他们自己也许承认是自然的，但有时实是卑下的。
凡不流于颓废的，往往又趋于别一极端，陷于假理想主义。
假理想主义者，即是在浓烈的情感紧张之下，精神错乱，一方面顾不得现世的事实，一方面又体会不
到超物质的实在界，发为文学乃如疯人的狂语，乃如梦呓，如空中楼阁。
真理想主义与假理想主义的分别，就是柏拉图与卢梭的分别。
现代中国文学的总趋势是推崇情感，在质一方面的弊病是趋于颓废。
间有一二作家，是趋于假理想主义。
　　新文学家大半都是多情的人。
其实情不在多，而在有无节制。
许多近人的作品，无论是散文，或是韵文，无论其为记述，或是描写，到处情感横溢。
情感不但是做了文学原料，简直的就是文学。
在抒情诗里，当然是作者自诉衷肠，其表情的方法则多疏放不羁，写的时候，既是叫嚣不堪，读的时
候亦必为之气喘交迫。
见着雨，喊他是泪；见着云，喊他是船；见着蝴蝶，喊他做姊姊；见着花，喊他做情人。
这就如同罗斯金所谓的“悲伤的虚幻”，而其虚幻还不只是“悲伤的”，且是“号啕的”。
主情的文学作者是无处不用情，在他的眼光看来，文学的效用就是抒情，所以文学型类是不必要的分
类，诗里抒情，小说里也未尝不可抒情。
在现今中国文学里，抒情的小说比较讲故事的小说要多多了。
（我们要注意：“型类的混杂”亦是浪漫主义者的一大特点，例如散文写诗，小说抒情，这是文学内
部型类的混杂。
诗与图画同为表现情感，音乐里奏出颜色，图画里绘出声音，这是全部艺术型类的混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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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1911年发生的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述往事，思来者”，梁由之先生编选了这一部《百年文萃》。
除了正文，《百年文萃》还包括作者简介、简要述评及原始出处三部分。
从原始出处不难看出，一百年来的主要报刊，几乎被搜罗殆尽。
梁由之想尽量做到客观、全面，同时个人色彩与倾向性又极其鲜明。
他的苦心和善意，他的剽悍和无奈，历历可见。
至于作者简介和简要述评，更是由之和他的助手们最为经心着力之处，臧否月旦，审慎精当，很见功
力，与正文交映生辉。
它能够竣工和面世，使我很觉欣慰。
　　——朱正　　　　百年文萃，做的正是这样一项保持记忆，又不断温习先贤所思的工作。
它犹如一条思考的长河，从1911年的源头，流淌到2011年的河段。
百年之流变，波澜起伏，历历可寻。
收罗的文献，五光十色，精彩纷呈。
尤其最近30年的文章，脉络分明，记忆犹新，既可作为回望历史的参考，更可为未来的路径选择提供
宝贵的借鉴。
　　——刘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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