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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近现代史上，那些民国的教授，其学养的深厚与化通，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他们旧学功底的扎实，
中西贯通、融会心知的境界令人叹为观止。
张章忠编著的《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通过梳理历史积淀下来的史料与点滴记录，展现民国教授学识
超拔、优雅隽永、天真浪漫，或者机智活泼、真诚幽默的世外风姿和人间情怀。
《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遴选的16位民国教授，如辜鸿铭、王国维、黄侃、钱玄同、陈寅格、胡适、
金岳霖、傅斯年、徐志摩、林徽因、钱钟书等都是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智者，都是人中之龙，对中
国教育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些民国教授的旧年往事，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每—位教授都是一部内容驳杂、耐人寻味的奇书，
似陈年老酒，常品常新，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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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意忠，男，江西新余人，教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与高教管理研究，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
文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参编专著5部，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十多项，获得省部级科
研成果二等奖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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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为国人争面子在近代中国，敢于著书立说，抨击西方列强，面对洋人敢于横眉冷
对，调侃、嬉笑怒骂无所不及者，辜鸿铭可以说是第一人。
综观辜鸿铭的一生，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令人叹服。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隆之介来华旅游，途经上海时，一位西方友人约翰斯曾握着他的手，特别提醒
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
”这位日本作家日后承认，约翰斯所言“真不我欺”。
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一本书中也说，在一战时和战后的欧洲，与泰
戈尔等著名东方圣哲齐名的，不是严复或梁启超，而是辜鸿铭。
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的必读之物，西方客人更是“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
辜鸿铭是位反传教斗士。
辜鸿铭爱国最突出表现在1891年引发的“长江教案”事件上。
当时，侵略分子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
。
这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伪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谴责
西洋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假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对侵略者进行义正词严的批驳，
为国人反洋教运动辩护。
文章被英国？
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评论，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其中规定有开发黄浦江一款，西方各国展开争斗。
结果是上海道具体负责，各国领事协同办理。
上海道特意聘请辜鸿铭任工程总指挥。
辜鸿铭上任后不久，查出有两个洋人舞弊，冒领挖泥费白银16万两之多。
领事极力袒护，辜鸿铭力争要惩罚。
在有各国领事参加的会议上，领事们认为大家都不是工程专家，所查结果不一定准确，等专家审定后
再说。
辜鸿铭当即出示在德国所获得的工程硕士文凭，各国领事均无话可说。
最后经过辜鸿铭的多方奔走，终于索回这？
巨款。
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外国人，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
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
地遥祭祖先。
房东老太看到他几叩几拜、口中念念有词的模样，就指着丰盛的祭品挖苦道:“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
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啊？
”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是在你们的主昕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鲜花花
香的那个时候吧！
”令对方瞠目结舌。
1901年，侵略者叫嚣要中国拆除大沽炮台时他挺身而？
，一语惊人:“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
”他以笔代炮，炮轰那些伪善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侵略。
辜鸿铭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关注。
他反对乱用洋人，不迷信西洋“改良”一切。
他摆足架子接见毛姆，数落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
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
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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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
”辜鸿铭在做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手中有实权，敢于顶住洋人的压力，为民做主，大胆处理不法
洋人，揭露中国贪？
与洋人勾结的贪污行为⋯⋯对于辜鸿铭“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林语堂说得十分精彩:“原亦
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
”辜鸿铭确实为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
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
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
林语堂评论辜鸿铭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
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
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
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人（泰戈尔获奖）。
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1891年，俄皇？
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1898年，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面;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1920
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
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
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
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
自诸多西人观之，辜鸿铭实？
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
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
对于洋人，他的一种说法也尽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定。
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搜括民脂，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
”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
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
自亮。
东方？
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
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面对的是日本前
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
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
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
伊藤早有耳闻——辜鸿铭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
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
吗？
”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
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
”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
辜鸿铭殊非当时一些泄泄沓沓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
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
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天的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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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
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
一斑。
1913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
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辜鸿铭成了他们的最佳人选。
辜鸿铭自恃身价，开口就要六千银元的月薪。
要知道，民国初年一个中级公务员的月薪，不过数十银元而已。
没想到，银行团竟爽快地答应下来。
然而，由于生性厌恶这种？
铜臭熏天”的地方，再加上了解各国借款给中国的不良动机，聘期一到，辜鸿铭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
。
临走时，他还特意留下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又寓意深远的话:“银行家，就是当天气晴朗时，硬要把雨
伞借给你，而阴天下雨时，又恶狠狠地将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这本是辜鸿铭的随意调侃，最后却成了广为人知的英谚。
1920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旅游，听人说“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一定要见辜鸿铭”，毛姆
的朋友就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请他上门。
年过60的辜鸿铭根本没去，毛姆只好找到辜鸿铭的小院子（今天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辜鸿铭得
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
”辜鸿铭是毛姆中国之行所遇到的第一个敢于当面挖苦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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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谷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
死耳！
”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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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那是一片群星璀璨的天空，一代宗师，风华绝代，留下一段民国的记忆⋯
⋯民国教育史上那些熠熠生辉的杰出人物，那些当年学贯中西、风流倜傥的大学教授因为开一代之先
河、为人师表、成就卓著而受到后人的景仰，其背后折射出的时代背景、教育理念和教育成果越来越
受到知识界、教育界的关注。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到北京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以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不独为中国所
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王国维;被忽略的国学大师——刘文典;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
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最能做学问，又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没
有学位的教授——沈从文;一生就像一曲天籁之音——林徽因;当代中国的鸿学硕儒——钱钟书⋯⋯《
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以人物史传的笔法回首多位民国大学教授的旧年往事，一代学术大师成就卓越
，风范依旧，生动鲜活，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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