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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代讲话》为“邵洵美作品系列”时评卷，将其鲜为人知的在时论领域的成果集中呈现，让读者看
到作为时评家的邵洵美。
议论时政，实为“五四”以来现代文人的传统，邵洵美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员，他的时论贴合彼一时代
的现实生活，无论内政或者外交都在审视、议论范畴，诸多现实话题，成为他议论针砭的对象。
邵洵美关注现实，有热情，有担当，在于当政者的对应关系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尽量用自
己独有的言语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
其时评中显露出的敏感与预见，得诸广博学识和敏于思考。
从文史资料角度而言，《时代讲话》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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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
原名云龙。
诗人、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
后到法国，入法国画院。
1927年回国。
曾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后接办新月书店，出版《新月》和《诗刊》，又办时代图书公司
，先后出版《论语》《时代画报》《时代漫话》《良友画报》《万象》等刊物。
早年推崇“为艺术而艺术”，风流倜傥堪与徐志摩相媲美，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悲鸿、郁达
夫、沈从文、施蛰存等过从甚密。
1949年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晚年凄凉寂寥。
著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一个人的谈话》等，译有《解放了的昔罗密
修斯》《麦布女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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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容忍的罪恶
学者的态度
戏剧色彩的政治
出主意的动物
当我参预政治的时候
为要人们伸冤
天机一条
外国街道与中国街道
弱国三事
感想的权威
老长辈的责问
破坏战争以维持和平
爱国不是投机，爱国不是反动
激昂慷慨的文字忽然少了
究竟有没有蓝衣党
请宋部长说真话
自由监狱
头脑简单的元首
领袖的人选问题
蓝鹰运动与统制经济
新罪恶
中国始终是中国
文盗
德意志的公开秘密
权威在中国
毒国
新人材的发见
七日日记
藏本事件的教训
言论自由与文化统制
外商控制与计划经济
真正的元首
痛苦外交
挽留孙科胡汉民等
吃饭问题
中国应有准备
“日本通”通不通
小百姓的三问
外国话
自由与幸福
偶像与人格
青岛与庐山
人民与国家
奸情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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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路卖买与日俄妥协
分头协约
开诚布公
新英国运动
经济的理想国
孔子之道
自由万岁
对事不对人
白银问题
医生杀人不犯法
中国的男女
从防灾演习说起
悼史量才先生
大资本家的荣誉
海缩失败的原因
主义与动作
图书审查
制造国货报纸
假造文凭
实行的人材
娼妓问题
要人的谈话
民主和独裁
教育难
萨尔普选有感
对外与对内
政制问题的讨论
哲学在今日之任务
比尔苏斯基与波兰
汪院长辞职问题
洋人与租界
中国为什么沉默
幸当局安人心
因祸得福
和平之限度
驯良的百姓
我的外交
旧剧革命。
    主动的外交
和议不屈
《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回忆录》读后感（存目）
安置战时妇女和儿童
中国新文人统一的力量
自由谭九则
自由谭十二则
自由谭八则
自由谭八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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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谭十则
自由谭十一则
自由谭十四则
关于游击队的论辩
万百晓的中国人
赶快写定我们的战史
反战
出版事业在中国
政治文章与老百姓
理论与实施
紧急征兵（存目）
竞选总统
编后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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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外国街道与中国街道 伦敦的街道都伟大得很。
他们从这一块地方通到那一块地 方。
你便用了他从这一块地方去到那一块地方。
他们象征一个起 点，一个终点。
为住在伦敦的人，街道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 所系联的两个地点。
他们从家里走到店里或是办公处里，待忽再 回到家里。
街道的责任便是去让一个人走到他所要去的地方。
这个，我想，便是伦敦的街道和大陆诸国的街道不同的地方。
在法兰西，意大利以及西班牙，你是简直生活在街道上的。
你在街 道上造谣言，谈政治，调情，偷懒。
你在街道上吃饭喝酒。
你在上 面消遣你的日子。
你更坐在那里对着它望，像在电影院里望着银 幕一样。
你可以看见几千百出戏；他们可以叫你笑，可以叫你心 跳。
人们又都在街道上装腔，作势，高谈，低语，像在舞台上也像在 游戏场里；你可以参加也可以在旁边
观察这些小情小节。
在法国，街道是一切结合的泉源，它把所有在上面走过的人都带到生命的 河流里去。
这两段话是一位法国女作家到伦敦去旅行以后，在一本书里所写 的印象。
她虽然是描写英国和别国的人对于街道关系的不同，但是英 国及别国的民情国情的分别也可以从这里
看到了。
英国人刻板的生 活，和法国人活泼的趣味，都从他们对于街道的关系而显示的清清 楚楚。
当然，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不和街道发生关系的：没有街道（在此地 包括一切的行径），人和一切的关
系都会断绝；没有街道，也许便没有人 类。
所以从街道上去观察一切人的活动，是不会失望的。
一位闭户读 书的学者不及一位沿路探访的新闻记者了解世故人情，便是因为前者 和街道太疏远了。
那么，从中国的街道，我们能看见些什么呢？
凡是我们中国人，凡 是曾经在街道上经过的，我想都应当能回答这一个问题吧？
不过有些 人会说，上海的街道和内地的不同，内地的街道有时会没有人。
以我的 家乡余姚来讲，它在内地是比较活泼的城市，但据说它还保存些古风。
一出门便有几只对你摇尾又像会咬你的野狗（前年回去扫墓，看见有几 个警察拿了竹竿把它们沿路一
只只打死，据说防疯狗，又据说用竹竿是 为了省枪弹）；走几步就有粪缸，经过的时候，一群苍蝇就
满天飞，有几 只会紧跟在你后面厮缠不清；脚下的石板有些是活动的，不留神会摔 交；走了不多时
，后面就又会跟着一群乞丐。
在苏州，有一群驴夫会把 你抱到驴背上；在杭州有一群船夫会把你拉进划子里。
那位法国女作 家要是来到中国，我不知道她会写些什么文章。
我是生长在上海，又是居留在上海的；对于上海的街道当然知道得 更详细；让我把上海的街道和我的
关系讲一讲，也许可以回答上面的 问题。
在我回忆里，我第一次知道和街道发生关系，大概还只三岁。
记得 女佣为我洗好脸，换好衣服，就把我带到祖母跟前。
祖母手里早拿好了 一个黄布包，为我挂在胸前；又在我眉心里用挖耳头染了一点胭脂。
（黄 布包里是一本经咒，点胭脂也是避邪的）。
又对我说，到了外边不要乱 跑，乱跑了有“陌陌人”会把我抱去，那次好像到一家亲戚家去贺喜，到
了那里女佣总把我抱在手里，否则也总把我的手拉紧；回家的时候，那 位亲戚给我一枝安息香，一路
上女佣只是拍着我说：“乖宝宝，居居哉，弗要吓，乖宝宝，居居哉⋯⋯”从此我听到上街去总觉得
好像是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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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了，祖母一天到晚只是查问我们一班孩子，就怕我们溜上街去。
她 又时常警告我们，说小孩子不能出去，外边全是拐子，他们会念咒语，对 我们念了咒语，我们就
会失去知觉，我们会看见左右是两条河，后面一 头奔上来的老虎，我们就会望前逃，一直逃到拐子的
家里。
她越是说得 可怕，我越是觉得街上有趣，时刻想出去看看这些奇怪的事情。
终于有 一天，得了机会一个人走出了后门。
那天正是新年初二，天已快黑了，我口袋里带了许多月炮，看见人家的孩子都在放着玩，便自告奋勇
加入 了。
忽然有一辆黄包车跑过，上面坐了个外国人，月炮放在空中，下来 恰好掉在他身上，他竟然像头受了
伤的老虎，大叫一声，跳下车来，捉住 我的领口，重重地在我后脑打了一下。
以后虽然有我的教师听得信息 赶来和他讲理，虽然那个外国人在到捕房去的路上溜走，可是我受的侮
辱永远也不会忘掉，同时对于街道的印象又坏了一次。
以后读四书了，先生讲到孔子的功绩；据说孔子治国不到三月，百 姓即“路不拾遗”。
他又说可惜孔子治国只有三月便被奸人赶走了。
我 从此就觉得现在的街道上都是沿路在拾着人家掉下来的东西的人。
当 先生教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也”的时候，我总想“三人行必有我贼也”来 得更合时宜。
过后又听人说：“上海遍地是黄金”，同时又看见人沿街在 拾香烟屁股，于是更确定了我“世道日衰
”的信念。
人一天天长大，虽然祖母管紧了不准出门，可是从家人口里传来的 街道上的消息，总是什么快马车翻
身了；某某人让巡捕捉去了；什么宋 教仁被刺了：所有的新闻，都是在证明街道上的危险。
等到自己学会了开汽车，更觉得路上的人时时刻刻像在逃难。
在 路上好像每一个人都想独出心裁发明些走路的样子：有的走在路中东 张西望装出一种看风景的样
子；有的拖老带小像跳舞的样子；有的突然 地从路边跳出来像变戏法的样子；有的低头缓步像哲学家
的样子；有的 走一步退一步像和你玩“老鹰捉小鸡”的样子；有的像在地上找东西的 样子；有的又
好像要和汽车头决斗的样子⋯⋯样子实在太多了。
记得 前年有一位墨西哥画家到上海来，我们无意中谈起各种动物在汽车前 穿马路的样子。
他说，晚上开车看见前面的猫最可怕，远远地你只看见 两粒绿光，等你走近，它一闪就好像钻进你的
车底下，等你赶快停车，它 却早已等在路边了。
他又说，狗也特别，它们或是站在路边，或是站在 路心，起先并不动，等你走近，它就直打你车前冲
过去。
他说最奇怪是 鸡，譬如它要从路左穿到路右，等你走近，它一定嘴里装出一种急叫，穿 过去可是不
到路右总又马上退回来；据说鸡的后面是拖着一根生命线 的，它怕你会把那条看不见的线压断。
我便觉得上海的穿马路人又像 猫，又像狗，又像鸡。
我总不懂天底下为什么有这种为要早到对街一秒 钟而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人。
其实到了对街他一样地还是看风景。
我这些当然是坐在汽车里说的话；走在路上反过来又会觉得汽车 像老虎，它只想吃人。
“他们已经比我们快几十百倍了，他们还要开足了 速度，又不是去赶死！
”这是当我们走到路上骂坐汽车的人的话，还有街 道上那种“马路如虎口，当中不可走”的牌子，那
是给走路人的警告。
而 坐在汽车里的人，有几个又像犯人一样，左右前后有武装的保镖，好像 满街都是强盗。
所以我说，假使有人要问我上海的街道，就连内地的街道；我一定 说：“危险！
”选自1935年《时代画报》第8卷第7期“时代讲话”专栏 P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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