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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晚清走向没落，中国最初的民主共和尝试则起于民国。
《晚清背影民国脸：清末民初的那些人和事》撷取的正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转折时期的典型人物。
没落的晚清当然是渐行渐远的背影，而扑面而来的则是与以往不同的民国面孔。

　　翻开本书，也许你会认为书中的人物耳熟能详，并不新鲜，但是，作者告诉你，这些人物作为呈
现在历史坐标中的“点”，你或许就不十分熟悉；如果将这些点连结成“线”，你或许就更不熟悉而
这条线清晰地显现了近代中国人应对世界的曲折过程：从理所当然的“死扛”，到无可奈何的“妥协
”；从自视天朝的盲目自大，到不得不正视世界而发愤图强，开始了从“洋务”到“改良”到“革命
”的求索。
本书选取知识分子作为民国面孔，则是因为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他们的面目往往就是那个时代的面
目。

　　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追求大众趣味，语言简洁生动，力求“雅”而不“曲高和寡”、“俗”而
不“下里巴人”。
选择人物一生中的重要基点和拐点、高潮和低谷，进行发掘、揭示和点化，有血有肉的人物记述，让
人可感可知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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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诸荣会，男，1964年生，江苏溧水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早年当过农民，大学毕业后站过讲台，画过广告，跑过推销，编过杂志，闯过深圳，现为江苏某出版
社副编审、某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多年来心系文学，背倚文坛。
早年发表过诗歌，近年来以写散文为主，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并出版了《最后的桃花源》《秋水蒹葭
》《风生白下》《风景旧曾谙》《生怕情多》《标语中国》《江南味道》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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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神话——假如不谪戍新疆⋯⋯1841年7月的一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江南古城镇江
城外的江边码头上。
接到再次被革职且被贬新疆的圣旨后，林则徐随即离开广东，打算先北行再西去。
中途他取道镇江，想与老朋友裕谦一见。
这倒并非仅仅是因为从此以后“西出阳关无故人”，以就此与老友作一次道别。
裕谦此时为两江总督，而两江与两广一样，此时为大清的海防前线，裕谦是朝中众所周知的主战派，
这一点可谓与林则徐政见相同。
林则徐此番来见裕谦，或许是有着太多的话想要与裕谦交代吧！
裕谦在镇江的码头上为林则徐饯行。
望征帆西去，看大江东流，宾主的心情都异常沉重而复杂。
像这样的送别，一不小心就会催生出一首流传千古的诗篇的，李白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
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大体上即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写成的吧！
那一次送别，林则徐与裕谦有没有作诗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那一次送别却催生了
一部影响历史的著作，因为那次送别的人中还有一个叫魏源的湖南人。
魏源与林则徐也算是老朋友了，他们的相识是因为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曾是林则徐的下属。
当年，魏邦鲁“破除积习，不受陋规”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给林则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30年林则徐与魏源在北京相遇时，林对这位以批判程朱理学，反对腐败、主张改革而名满京师的年
轻人，就有种亲近感。
特别是他们两人对另一位朋友王竹屿的正直有作为却仕途坎坷有着相同的态度：不但同情，而且都祝
福王能仕途通达。
四年后当王逝世后，魏撰（镢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林则徐特为王手书墓志铭。
1838年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时，魏源不但对此表示拥护和支持，而且对禁烟充满希望。
1841年3月，林则徐再获起用，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将魏源引荐给了也是朝中主战派人物两江总督裕谦
，魏源得林则徐引荐后毅然投笔从戎，到两江总督裕谦的幕中做了一名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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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是有背影的，但许多时候，我们从时间深流中打捞出的常常是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背影。
说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历史总是人创造的嘛！
所以中国的“二十四史”才取“纪传体”——写人即写史，写史必写人。
笔者无才，只能亦然！
    晚清人物为什么就选这几个人，他们的名字一般人都太熟悉了？
    是的，他们的名字我们似乎已很熟悉了，但他们作为呈现在历史坐标中的“点”，或许你并不十分
熟悉，再将这一个个“点”在历史的坐标中连成一条“线”，相信你对此更不会太熟悉。
而这条“线”正反映了中国入应对世界的曲折过程：从理所当然的“死扛”，到无可奈何的“妥协”
；从自视天朝的盲目自大，到不得不正视世界而发愤图强，开始了从“洋务”到“改良”到“革命”
的探索——如此便走向了民国。
    民国人物为什么选这几个人，且基本都是知识分子？
    不可否认，知识分子总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他们的面目往往是一个时代的面目，他们的脊梁往往
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因此本书多选择知识分子而非军政要人作为民国的“脸面”和脊梁。
    本书不是一个个人物小传，并非对历史事件事无巨细的原生态式的直录，而是选择人物人生中的那
些重要的基点和拐点，高潮或低潮，进行发掘、揭示和点化。
    希望本书所表现出的一定历史忧患意识和现实责任感，能开阔普通读者眼界并得到人文熏陶，甚至
也期学界人士能从中多少读出些“别样风景”。
    感谢我的家人，这么多年来对我写作的支持！
    当然，最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书中所写的一个个远去的人物——    他们就是历史的背影！
    他们就是时代的重量！
    我深深感恩！
    诸荣会于南京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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