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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辜鸿铭、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李叔同、马寅初、马一浮、刘师培、熊十力、黄侃、钱
玄同、刘文典、陈寅恪、陶行知、赵元任、梁漱溟、顾颉刚、吴宓、冯友兰、金岳霖、傅斯年、罗家
伦、潘光旦，本书《那些逝去的厚重声音(民国著名学人性情档案)》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分别介绍了
上述24位民国著名学人的生平事迹。

《那些逝去的厚重声音(民国著名学人性情档案)》由《伴随》编辑部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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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辜鸿铭：“我是老大中华的未了的一个代表”    传略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号立诚，自称慵
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
出生于当时为英国占领的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今天叫槟城)，祖籍福建省同安县。
父亲辜紫云，母亲为葡萄牙人。
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清朝时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
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
的文化和精神，在西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67年，随英国商人布朗前往苏格兰。
1870年，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
后回到英国，于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
、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人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文凭；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
    1880年，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埋头研究中华文化。
1885年，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
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正式成立后，任方言教习。
授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905年，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辞去公职，1915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
1924年，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
1927年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
    形象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
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
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
(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
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梁实秋《辜鸿铭先生逸事》)    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
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
每谈国事，则日：“你们中华民国！
”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
(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
、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
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
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
(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
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
他穿着中国长袍。
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
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已见、坚
持确定信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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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斯·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    保皇  辜鸿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辫子”。
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和古拉丁文，他为何独独对那条不甚雅观的辫
子敝帚自珍？
辜自己的解释是：“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
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别人将他的辫子视为前清遗老的残留物，他却将自己的辫子视为“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
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或者说，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
    辜鸿铭经历两次帝制复辟，都如儿戏一般。
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官帽(擎雨盖)也没了。
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犹如“傲霜枝”一样在人们面前摇曳。
(张勋65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他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
”。
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
的时代。
)    民国初年，辜鸿铭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
他第一次拖着辫子走上北大课堂的时候，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
辜鸿铭没有感到难堪，他等学生笑完，清了清嗓子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
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
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学生们听到这句话，都沉默了。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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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虽然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但却孕育出了许许多多著名的学人。
而且，这些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
辜鸿铭、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李叔同⋯⋯你对他们认识几多？
下面就让我们翻开由《伴随》编辑部编著的这本《那些逝去的厚重声音(民国著名学人性情档案)》，
去熟悉一下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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