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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
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
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
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
，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
刘文典曾为学人气节而坚守，也曾因时代弄人而无奈妥协，在他坚守与妥协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于整
个社会命运的痛苦思考与深切悲鸣。
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
本书作者历经三年多时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看似平淡的历史片段，实则寄寓对
当今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与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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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玉政，1978年生，安徽枞阳人，《新安晚报》社首席记者。
先后发表新闻、随笔、论文等三百余万字。
近年来，致力于探寻新闻与历史的真相复归，并重点关注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人）的思
想史与心灵史。
文章被收入Ⅸ科举百年祭》、《我们在民间》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狂人刘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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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缘起陈独秀1906年，刘文典的命运与一条河流紧密联系起来。
那就是皖江。
“皖江”并不是一条河流正式的名字。
浩浩长江，流经安徽域内大约四百一十六公里，因而被人们略显张扬地称为“八百里皖江”。
清代安庆府人朱书将皖江的地理范围圈定为安庆府六邑，但民国至今，当地人更愿意将之延伸理解为
马鞍山、芜湖、安庆、铜陵、池州，以及滁州、宣城的部分地区。
从人文地理的意义上看，皖江文化的核心地带大略应在安庆、芜湖两地。
刘文典的生平，就与这个文化核心地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的人生走向基本是在这
里定格的。
“叛逆”陈独秀说到刘文典与皖江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陈独秀：他们的祖籍都是安徽怀宁，算是同
乡。
刘文典早年的许多人生轨迹，与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休戚相关。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上，陈独秀一登场就是以“叛逆”的角色出现的，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
个角色伴随了他的一生，并且影响了无数人，包括刘文典。
且说这位十七岁便考取晚清秀才的年轻人，从小就不安分，家里人本指望他娶妻成家后会“老实”些
，没想到他刚当了父亲，就盘算着自费去日本留学。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日语。
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自由平等学说，接触到了一部分主张推翻清政府、
建立共和国的“励志会”会员。
革命的火种，在青年陈独秀的胸中愈燃愈旺。
这把火，很快就在当时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燃成熊熊烈焰。
陈独秀选择的突破点，一是演说，一是办报。
1903年5月17日这一天，大雨滂沱，但雨水并未能阻止陈独秀内心激荡的革命豪情。
在安庆北门拐角的藏书楼内，他当仁不让，第一个登上讲台，开始了洋洋洒洒的“安徽爱国会演说”
，逐一批驳俄国关于东三省的七项新要求，并大声发出呼喊：“全国人既如上沉梦不醒，我等既稍育
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
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
国无一人也。
”三天后的《苏报》，报道了这一次演说会的盛况：因“书楼甚窄”，参加大会的人“多立门外而听
”，虽被雨淋而不顾，大会始终“众情踊跃，气象万千”。
各学堂的爱国学生更是“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并准备联合起来要求巡抚“电阻俄约”。
这个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一转眼又成了通缉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无论晚清政府采取怎样的查禁手段，皖江文化核心地带的精魂，已经维系在革故鼎新之中。
演说革命的道路走不通了，避走他乡的陈独秀却并不泄气，他想到了自己一直心仪的办报革命。
其实早在1902年，他就计划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
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
1904年年初，陈独秀悄悄潜回安庆，与桐城学堂的学长房秩五、吴守一商筹决定创办《安徽俗话报》
。
后来的现实证明，《安徽俗话报》的诞生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传播阵地，开启了一个新的精神拯救时
代。
刘文典走向皖江求学的道路，就与这份报纸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说说《安徽俗话报》的概况吧。
《安徽俗话报》其实是一本全部以白话文行文的半月刊，三十二开本，每期四十页左右，在安庆创刊
，后来迁到芜湖，发行业务主要委托绩溪人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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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芜湖没有印刷厂，所有稿件编好后，寄往上海东大陆书局印刷，然后再寄回芜湖向全国发行。
陈独秀自然成为《安徽俗话报》的“大拿”，既是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
在创刊号上，陈以“三爱”为笔名，写了篇《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阐述办报的宗旨是“教
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
陈独秀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的情感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
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
”在陈的主持下，“呼号爱国救亡”作为《安徽俗话报》的第一要旨，得到了较好地贯彻与执行，用
蔡元培先生的话说，“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
创刊仅半年的时间，发行量就由最初的每期一千份激增至三千份。
更为重要的是，《安徽俗话报》“为安徽地区要求进步的青年所欢迎，思想前进的教师，也把《安徽
俗话报》作为开化学生思想的教本”。
《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停刊，历时一年半，对安徽青年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合肥读书学习的刘文典，或多或少受到了这种新思想潮流的冲击与熏陶，逐渐立志要讲洋务。
“陈独秀等人创办领导的《安徽俗话报》、岳王会，以及曾活跃于芜湖的光复会、华兴会等，都对刘
文典萌发反帝反清、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
”两年后，刘文典毅然踏上了前往芜湖安徽公学求学的道路。
安徽公学明清以来，芜湖一直是皖江流域的一个重镇。
安徽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开始的。
1897年的冬天，刚刚乡试落第的陈独秀新婚燕尔，倒也未觉寒意。
此时，他刚刚“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正激情万丈，将眼光投放到书窗外的世界，开始了人生
第一篇宏文的写作。
在这篇《扬子江形势论略》里，陈独秀较早且敏锐地谈到了江城芜湖的重要：“芜湖距金陵一百七十
三里又三分里之一，县城距沿江五里，南有青戈直贯皖南，西有裕溪可达皖北，故先主谓孙权日：‘
江东形势，先有建业，次有芜湖，盖亦滨江要冲也。
”’陈独秀此后的生活，注定要与芜湖产生不可割裂的关联。
《安徽俗话报》的创办，就是陈独秀在芜湖投下的一颗“探路石”。
在陈独秀的引领下，芜湖的革命风潮汹涌澎湃。
但由于演说、办报风险均较大，许多仁人志士开始考虑转变革命宣传的途径，选择了开办学校，从发
展教育、启迪民智人手，进行深入的思想传播。
在此之中，安徽公学是较为突出的一个。
安徽公学的创办人李光炯，名德膏，安徽枞阳人。
这位清末举人曾随著名学者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因而萌生一种强烈的革新思维：中国要想转弱为强
，局部改良不行，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
1904年2月，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接纳安徽在湘子弟，聘请革命党人黄兴、赵声、张
继等人为教员。
陈独秀很快关注到了这所学校。
1904年4月30日，《安徽俗话报》第二期问世，就有一篇专为安徽旅湘公学刊发的招生消息：“有本省
志士李德膏君，在湖南同乡官商中，筹集经费，禀请湖南巡抚，创设安徽旅湘公学，专收安徽人，学
习普通各学。
前月在省城，遍贴招贴，招收学生。
学中学费、伙费，每年只收四十千文，已于本月初一开学。
听说学规功课，样样都不错，我想安徽有志求学的青年，狠（很）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呢。
”褒奖之意，溢于言表。
不料，好景不长。
1904年10月，教员黄兴参与组建华兴会，密谋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行礼之际，引爆炸药，炸死聚集在
长沙万寿宫玉皇殿行礼的湖南文武官员。
不意起义消息提前走漏，黄兴等人被控“结党谋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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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事牵连，安徽旅湘公学在长沙举步维艰，李光炯遂有了迁校的动议。
陈独秀在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的决策中，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说法不一。
中共早期党员、陈独秀的“铁杆粉丝”高语罕认为，“这个学校从湖南迁来的，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
物，就是陈独秀氏”。
不管事实是否如此，1904年年底，安徽旅湘公学正式迁往芜湖，更名为“公立安徽公学堂”，校址设
在芜湖二街三圣坊。
没多久，《安徽俗话报》第十七期上登出了安徽公学的招生广告：本公学原名旅湘公学。
在长沙开办一载．颇著成效。
惟本乡人士远道求学，跋涉维艰，兹应本省绅商之劝，改移本省。
并禀拨常年巨款，益加扩张，广聘海内名家，教授伦理、国文、英文、算学、理化、历史、地理、体
操、唱歌、图画等科。
于理化一门尤所注重，已聘日本理科名家来华教授。
学额：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
学费：本省人不制取，外省人每月收英洋二元。
膳金：无论本省外籍，每月均收制钱二千文。
入学年龄自十五岁起，至二十二岁止，三年卒业。
兹定于乙巳年（1905年）二月内开学，有志入学者，望于二月初十前偕保人或携介绍信来本公学报名
，听候考验。
必须身体健康．心地诚朴，志趣远大，国文通顺者，方为合格。
安徽公学广聘的“海内名家”，包括陶成章、刘师培、苏曼殊、谢无量、柏文蔚、江彤侯、张伯纯、
金天翮、胡渭清、潘赞化等，陈独秀亦于1905年起兼任安徽公学国文教师。
一时间，名流汇集。
安徽公学，吸引了省内外年轻学子的眼光。
“大海里尝了一滴水”该说说刘文典了。
关于刘文典早年的生活情况，罕见记载。
根据有限的资料综合可知，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布商家庭，父亲刘南田，思想相对比较开明。
刘文典系父亲填房夫人所生，兄弟排行第三，时人因此偶尔戏称他为“刘三爷”。
与他同父同母的还有六弟刘天达，成年后做过贵州省镇远县、云南省昆阳县等地的县长，两兄弟感情
甚笃，来往密切。
可惜，刘文典的父亲没有亲眼看到这两个儿子后来的成就。
在一次去上海购货的途中，突然发病，撒手西去。
刘文典兄弟姐妹一共七人，五男两女，全靠母亲一人辛苦拉扯。
母亲直到抗战爆发前才去世，晚年长期住在安庆，勤俭度日，当时刘文典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大学
教授了。
刘文典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因此被父亲刘南田寄予厚望，期盼着这个儿子长大后能继承家业，
做个“洋买办”，光宗耀祖。
幼年时代，刘文典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当地的私塾攻读“经书”和“古文”外，还跟随本地一
家基督教会医院（今安徽省立医院前身）的美国教士学习英文。
当时，国内已经逐渐兴起“大谈洋务，讲究新学”的潮流。
但对于年幼的刘文典来说，这毕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完全陌生的西方文化，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
十几年后，他在《新中国》杂志周年纪念号上回忆起自己早年的生活，对于这段经历仍然是念念不忘
：这是我第一遭和西洋的文化接触，看见他用的器物无一件不十分精美。
而且件件都有神妙莫测的作用，心里十分惊异。
我这时候的心情，竟和那荒岛里野蛮人初见白人探险家一般。
读者诸君想必也都读过欧美探险家的笔记的，那上面所叙的土人初见白人的情形，就是我当年的写照
了。
我心里细细想看，西洋人真有本事，他的东西件件比中国人的强，难怪我们中国打他不过，又看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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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人治病，真正是“着手成春”，那“剖腹湔肠”的手段，就连书上说的扁鹊、仓公都赶他不上。
他又教我用显微镜看微生物，看白血轮，用极简单的器具试验化学给我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
近世科学的恩惠，就是我现在对于生物学的兴味也还是在那个时候引起来的。
我这时候虽然是大海里尝了一滴水，但是总算识得了咸味了。
这时候的中国已经进入20世纪初叶，晚清政治的没落，撞击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偌大的校园里
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刘文典尽管跟随这位教士学了一些西方的浅显知识，但“英文的只是些羊和狼说话、鹦哥和小孩子问
答，汉文的只是些《创世记》、《大卫诗篇》之类。
拿他和我们中国的书一比，觉得相差太远了”。
刘文典的世界一天天在放大，有限的知识接触空间，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与困窘。
彷徨，独彷徨，他需要更大的舞台。
而对于自己的眼界和学识，他早就感到不满意了：我生在安徽合肥县，这地方交通也很便利，离通商
的大埠不远，若以常理说来，文化本不应该十分低下的。
无奈这个地方的人，都有一种奇特的性质，不大喜欢读书，到今天莫说西洋的近世文明一些都没有沾
得着，就连中国固有的旧文明也是毫无所有。
这地方离徽州不过是一江之隔，而徽州的经学只往浙江跑，我们合肥人连戴震、江永、胡培犟、俞正
燮的名姓都不知道。
离桐城也不过两天的路程．而桐城的文章也不到合肥来，我们“敝县”的那些硕学鸿儒竟没一个配做
方苞、姚鼐的云初。
我生在这样的地方，是那幼年时代的思想，当然还是“原人思想”，对于宇宙，对于人生，竟没有丝
毫的疑惑，以为人生就是人生，世界就是世界罢了。
叔本华说“形而上学的观念是人人有的，把人类叫做什么‘形而上学的动物”’，要以我十一二岁时
候的思想说来，这句话竟是错了。
照这样昏天黑地的活到十二三岁，胡乱读了些“经书”和“古文”，会做些“今夫天下，且夫人。
”的文章，心里全是些“扶清灭洋的思想”，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竟是一个毫无理性的动物。
于是，刘文典选择离开家乡，到了繁华大都市上海。
上海是新文化交融、流变的中心，爱国组织“中国教育会”于1902年11月在这里创办爱国学社，由蔡
元培任学校总理，聘请黄炎培、章太炎等担任义务教员，向学生传输反清救国的新思想。
刘文典所进学校的前身就是上海爱国学社。
学校教学思想，依然是过去的“排满反清”那一套。
在学校教员的热切灌输下，进校没多久，这个年轻人就抱定了极端的民族主义，以为中国贫弱到这样
，全怪那些满洲人作祟，若是把满洲人杀尽了，国家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
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国家、社会形成的原理和改造社会的方法，只是一味地把罪过全推在五百万可怜的
满人身上，“天天说排满”，恨不得立马就宰了清朝小皇帝。
正当风华正茂的刘文典准备在这所学校里“大展宏图”的时候，不幸的消息传来了：由于过多牵涉政
治，学校被勒令解散。
初识“狂人”风味无奈的刘文典又回到了安徽。
此前，刘文典已经从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上了解过安徽公学的情况，现在听说其即将开学招
生，这对于正愁无路可走的他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
1906年，刘文典辞别父母，到达江城芜湖，正式进入安徽公学读书。
这时候，在李光炯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安徽公学已成为皖江流域最有名望的一所学校，与刘文典早前
就读的上海爱国学社声名相当。
安徽本省的学堂，如安庆的尚志学堂，桐城的崇实学堂，寿州的蒙养学堂、芍西学堂，怀远的养正学
堂、萃华学堂，合肥的城西学堂，定远的储才学堂，还有歙县的新安学堂等，都唯安徽公学马首是瞻
。
来校任教或教学的教员，尽管不少怀有革命宣教目的，但本质上也都是胸怀真才实学之人。
在课堂上，他们敢于突破陈规、大胆发言，冲破了传统教育的藩篱，一边传播文化知识，一边传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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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思想。
在这样的课堂上，刘文典第一次感受到“狂人”大师们的风范。
刘文典早就听说，在他到芜湖读书之前，安徽公学就聘请过生平坎坷、性情怪异的“惰僧”苏曼殊担
任国画教师，据说还是陈独秀推荐的。
从小缺少父爱的苏曼殊“性情孤介，足不出户，食宿之余，鲜与人语”，但是他教起书来却有板有眼
、个性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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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敲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
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指向又一个冬日的凌晨。
再过两三天，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
这本小书，从酝酿准备，到动手写作，再到正式出版，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光。
其间甘苦，唯有心知。
其实，写刘文典于我是一件不自量力的事情。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纵横千里，但又褒贬不一、非议不断，确实是我的笔力所不能精准把握的。
但这是我的一个梦。
2005年3月，我作为安徽省第一个申请参与全国“两会”采访的地方都市报记者，跨越重重难关，最终
如愿获准赴京采访。
忙碌的间隙，闲逛北京大学附近的风入松书店，竟与刘文典先生“不期而遇”。
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名叫《刘文典传闻轶事》，汇编一些出名的人或不出名的人书写刘文典的文
章。
我毕业于安徽大学，对于“刘文典”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最起码知道他是这所学校的主要创始者之一
。
但我所知道的，似乎也仅此而已。
在大学里，从未听人过多谈到关于这个人的故事。
于是，我很有兴趣地买下了那本小册子，没想到却由此走近了一个清高孤傲、倔强独立的灵魂。
我将这个灵魂的底色称为“狂”。
在中国人的字典里，“狂”是个相当贬义的字眼，似乎总意味着浮躁，意味着无知。
其实在这个汉字的深处，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与努力，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与逃离，是一种对尊严的
坚守与把握。
我喜欢这种“狂”，我觉得，它是疗治当下日益严重的“阳痿人格”、“犬儒主义”的最佳药方。
刘文典的“狂”，绝不是一种妄自尊大，而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与孤高的人格基础之上的狂傲。
只可惜，这位大师级的人物被历史长期地忽略了，甚至连一个相对权威准确的“人物简介”都没有。
关于他的，大多是一些道听途说、自相矛盾的传闻轶事，甚至文学虚构。
正因为如此，当读完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之后，我开始决定为这个理应得到彰显的灵魂，书写一个真实
的人生文本。
三年多来，我自费奔波千余里，先后到北京、云南、安徽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第一手
资料，逐渐厘清刘文典生平中的许多“疑点”，清晰勾勒出刘文典丰富而跌宕的一生。
写作的过程紧张而快乐。
由于我的本职工作非常繁忙，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新闻线索、新闻策划，正常的上班时间基本上无法
“占用”，只好利用周末、午休和深夜来进行“一个人的战斗”。
如今奉献在各位面前的，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个人传记。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写作态度上，本书尽量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史家态度，强调故事性
与学术性并存，并大量采用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重回历史现场的直接途径。
在框架搭建上，则采用以人物为明线、以时间为暗线的方法，侧重于寻找刘文典学问、思想的渊源。
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
它没有仅仅落笔于刘文典一个人，而是重点关注刘文典所在的那个时代、所属于的那个群体，还有那
个时代、那个群体所集中绽放出的“思想光芒”。
在我看来，这与当代人苦苦追寻的“自由精神”是心脉相通的，这也是促使我坚定写作本书的根本动
因。
希望我的努力，会被刘文典先生感应到，更希望会给当下的读者提供一点思想飞舞的空间。
我曾经说过，倘若这本小书能够让读者在掩卷之余，略有沉思，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写作一本书，看上去只是一个人的努力，其实背后集聚着许多人的关注、支持与付出，有的甚至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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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
因此，尽管略显俗套，还是有必要在这里表达一些由衷的谢意：感谢刘文典先生的哲嗣刘平章先生。
在听说我的写作计划后，他一直给予高度的肯定与鼓励。
在我到云南收集资料的几天里，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亲自开车，送我到各个目的地，并提供了大量一
手资料。
这份信赖与期待，是小书最终顺利写成的强大动力。
感谢云南大学校史办主任刘兴育先生。
我和他素昧平生，仅仅因为都热衷于刘文典研究，千里文缘一人牵。
热情直爽的他，不仅将自己收集多年的资料如数奉赠，而且仔细审阅了本书初稿，提出许多具有创见
的修改建议。
这本小书，有他的一份汗水。
感谢张文勋、陈红映、李作新、蒙树宏、余斌、吴进仁、闻黎明、郑千山等前辈，他们或提供丰富生
动的回忆，或提供珍藏多年的手稿，或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为本书承受历史的检验做出了重要贡献
。
感谢知名学者钱理群、丁东、谢泳、傅国涌，安徽省古籍办诸伟奇，安徽大学刘伯山、曹高峰、疏延
祥、刘勇，安徽新华学院方铭、刘秀丽、程庆乐，合肥爱知书店崔正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疏利民
，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成展鹏、李君、刘鸿鹤，安徽省图书馆阚华、陈春秀，合肥市政协戴健、《江
淮文史》陈劲松、《双语学习报》张锋诸位前辈、好友，还有公共知青沙龙的朋友们。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图书出版顾问有限公司，以及尚未谋面的曹凌志主编。
没有这个高效率的出版群体，这本小书的书稿或许还要继续待在电脑硬盘里。
感谢远在天堂的母亲汪风云女士。
就在本书初稿刚刚完成之际，一直在城里帮我照看女儿的母亲不幸遭遇车祸罹难。
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里能看到儿子写的这本书，她教给我的善良、乐观、自信、坚强，将陪伴我一生
。
感谢大哥章玉兵。
他一直默默关心着我的成长，鼓励着我所有的努力。
他为小书题签的书名，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达。
希望他早日实现梦想。
感谢妻子陆敏、女儿章陆一杭。
因为写作这本书，亏欠她们太多，无法弥补。
希望她们永远幸福。
感谢我的单位以及所有的领导、同事。
正是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让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够保持相对自由的兴趣空间。
感谢他们陪伴我走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
感谢我的大学，还有所有的大学师长。
我始终认为，大学改变了我一生。
感谢命运。
感谢自己。
有时候，我在想：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书写现实，但是为何却突然对历史情有独钟
？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2007年12月27日凌晨2时于淝上躬耕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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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文典，这个特立独行，有棱有角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第一本翔实的传记，青年记者章玉政为此付
出的全部努力，告慰的不仅仅是一个已飘逝的灵魂。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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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他痛斥蒋介石，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他钦佩陈寅格，推崇自
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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