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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追忆逝水年华”，此乃人之常情。
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为此临风
洒泪.其实，不必借山川草木起兴，单是往事如烟，就足以让千古文人感慨叹息。
“感慨”不足以尽兴，于是又有了许多落在纸上的“追忆”。
对往日风流的追忆，与其说是为了记住历史，不如说是为了展望未来。
人们只能记住那些应该记住、或者说希望记住的——包括人和事.作为学者而被追忆，不只是一种历史
定位，更意味着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因为，人们总是以当下的生存处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于与历史对话来获得思想资源与工作方向。
选择对话者，其实已经內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内容、倾向以及情调。
选择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粱启超、王国维等作为追忆的对象，或者说邀请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
化学术建设，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基于这些学者自身所独具的魅力；这种魅力，既源于其学术成就，更来自其精神境界——这是
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相结合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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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有为大约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气又最有争议的人物了。
梁启超恭维他的精神事业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可当时亦有“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的联语盛传一时。
康有为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也充斥矛盾之处：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
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
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
本书所选之文，不避亲疏远近，以求保存史料。
分为五辑：第一辑由康有为诸弟子撰写，第二辑以传记、墓碑文、祭文、笔记为主；第三辑记述康有
为早年讲学活动，第四辑以戊戌变法为主体；第五辑乃是对康有为晚年讲学、出游与日常生活的追忆
。
作者有梁启超、张伯桢、康同璧、吴敬轩、梁启勋、廖中翼、刘海粟、赵炳麟、陈少白、李云光等。
通过集合各种人物眼中的康有为形象，期以接近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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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康南海先生与石德芬友善，光绪十六年德芬主讲大馆时，特于冬月别讲冬学。
时吾粤城馆有大馆、中馆、蒙馆，犹大、中、小学也。
其就蒙馆读经者十人以上，中馆讲经兼论文则弱冠生二三十人以上，其数十百人者号大馆，则有诸生
达才长者，余粤九十县才俊萃焉。
粤例冬学以冬月初旬起至腊月中旬止为学者专课诗文，遂延先生说诗，于是粤之学者始从先生问学，
时假徽州会馆为授徒地。
六月陈千秋来谒，先生初与之论《诗》、《礼》，泛及诸经后，乃告以改制之义，仁道合群之理.千秋
豁然悟，遂著万木草堂弟子籍，是万木草堂弟子以千秋为首。
明年辛卯，始赁地长兴里讲学，并草《长兴学记》，以为学规。
时《新学伪经考》成，千秋任校刊.岁壬寅，再移讲舍于卫边街邝氏祠，时所编之书正多，而以《孔子
改制考》体大思精，乃选同门助纂，以千秋总其成.岁癸巳冬，三移讲舍于府学宫文昌后殿内仰高祠，
始颜曰万木草堂。
先生原居芳村，自长兴里讲学时已移居于布政司前惠爱街之云衢书屋。
与陈千秋同时著万木草堂弟子籍者，有新会梁任公先生（启超）继而三水徐君勉（勤），新宁梁伯隽
（朝杰），顺德麦孺博（盂华），亦先后来受业，彬彬称盛。
任公先生于寿先生文中，述此有云：（略）盖实录焉。
先生以来学者众，派千秋及任公为学长。
先生称千秋天资亮特，闻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气刚而力毅，为及门之冠。
不幸年仅三十而卒，先生哭之恸，同门悼惜。
梁伯隽年十四中式辛卯科举人，负时誉，长于史，尤强记。
先生谓伯隽九岁读《广韵》，遍能记忆。
稍长读二十四史，颇能追忆康有为进来。
康有为说是他的学生梁卓如，当时亦是很有名的，我就说了儿句仰慕的话，当下二人对话，谈了几个
钟头，我才告辞而退。
当时康有为的几个学生，以为康有为是没有人敢无事去见他的，几个人在门外，走来走去，打听消息
。
等到我出来了，他们就围拢上来，问康圣人说什么话，神气如何。
我说康先生是很可以谈天的。
他们倒弄得奇怪起来。
我认识康、梁二人，就从那日起。
所以那时在橫滨，觉得学校既然没有教员，就想起梁启超来。
他那时正在同几个同志在上海办《时务报》，我就写了一封信，交横滨学校的董事，请他们派人拿着
这封信到上海去见梁启超，托他代为聘请教员，交代完妥之后，我就离日到台湾去了。
横滨学校，孙先生把他起了个名字，称为东西学校。
校董派了两个专员，携着我的介绍信，到了上海，果然请得二个教员，一个徐勤，一个林奎，一个陈
荫农，一齐到横滨来。
这三个教员，都是康有为的高足，众人见丫他们，真是欢喜无限，优礼有加，赶着预备正式开学。
但是三位教员到埠未久，先要把孙先生所定的东西学校名称，改为大同学校。
孙先生想这个学校，既然交托他们去办，况且与彼等向无芥蒂，区区一个名称，随他们更改去，并不
过问。
开学之后，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有彼我之分。
五、保皇党之占领横滨学校有一天，孙先生到大同学校去看那教员们。
其实，我们会员，与他们来往很密的，那一天孙先生去，也不是偶然的事。
当时孙先生进去，房间内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桌上一张条子，上面写：“不得招待孙逸仙”几个字，
廾无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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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看见很奇怪，并不说什么，就出来。
见着几个兴中会的会员，把这一段意料不到的事，告诉他们。
大家听了，都以为校里的人无理，非去严重质问不可，一齐到大同学校来。
当时校长就是徐勤，他见来势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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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康有为大约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且最有争议的人物了。
第一个为其作传的弟子梁启超恭维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
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
”（《南海康先生传》第一章）而康氏未去世前，却已有“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联语盛
传一时，既嵌入“有为”之名，又运用歇后语的方式，取《礼记?中庸》及《论语.宪问》中句，而分
别隐去“妖孽”与“贼”，毒骂康有为是“国家将亡必有”的不祥之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精。
此种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集中于康氏一身，无疑与其性格及经历的传奇色彩大有干系。
平心而论，康有为一生应是功大于过，故“妖孽”之说不免意气用事。
而生当内忧外患夹击、王朝摇摇欲坠的清末，国家将亡的时势倒确能酿造出震动一世的奇人。
其号“长素”，虽自解为“思人无方，行必素位，生平最受用素位之义，故以长素自号”（陆乃翔等
《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三章），但世人偏偏只信“长于素王”的谣传，谓其有以“素王”孔子自居
之意。
而康氏的言行，确也有利于助成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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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追忆康有为(增订本)》人选学者独具魅力，至今仍为学界和普通读者津津乐道。
这种魅力，既源尹其学术成就，也来自其精神境界一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
、求是与致用的结合的一代。
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中，这些人都曾饱领风骚、独开风气，因而成为时人和后人的追忆
对象。
本集所选追忆文章，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
读的“准论文”。
希望这些有专业而又不囿于专业，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的基本风貌，读来或庄重，或琐碎，或洒脱，
或俏皮.或长篇大沦，或三言两语，却有助于显示传主生命历程及精神境界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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