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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生平介紹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筆名毅，浙江紹興

人。畢業於北京大學，主修文科。1920年秋，羅家倫
獲取獎學金，得以赴美、英、德、法等地進修，專攻
歷史與哲學。1928年，羅家倫擔任清華大學校長，隨
後亦曾出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學院
教育長、中央大學校長等職。抗日戰爭結束後，羅氏
出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1947年，出
任駐印度大使。兩年後赴台發展，先後任國民黨中央
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
中國筆會會長等要務。羅家倫的主要著作有《新民族
觀》、《新人生觀》、《文化教育與青年》、《科學與
玄學》、《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
訂》、《開國名人墨蹟》、《近代英文獨幕名劇選》
等，當中充分表達其對中華民族和國家前途的關懷，
亦可體察其對近代中國史研究的重視。

倡導近代中國史的研究
羅家倫認為「近百年來獨殊之近代史，吾人所以研

究此者，蓋以與吾人最親切，最有關係。」而且，中
西「兩種文明接觸後，不但政治、社會、經濟制度
（民族生存問題所關）互相衝突，而且思想文化無一
而不持戰，此等大變，亦世界所少有，乃最值得研究
之問題。」他固然不反對史學家從事古代史的研究，
只不過他更重視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而已，提出「做近代的人，必須研
究近代史；做中國近代的人，更須研究中國近代史」，這正好反映他
身處於憂患的近代中國時局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救亡」情意結。羅氏
曾強調近代中國史研究的重要性，指出：
「最近人事的歷史，影響於人類，或是人類的某一部分─民族─

也最大。要知人類或民族過去的來歷和演進，現在的地位和環境，以
及他將來的生存和發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歷史不可。」
然而他也窺探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學術界中，要推動近代中國史

的研究實是困難重重的。據他的分析，這是由於治史者或好古心作
祟，或怕受個人主觀情感影響，或恐怕史料不足，故不敢涉足於此領
域。雖然羅氏十分體諒當時史學家的憂慮，但是，他亦就這些疑慮提
出自己的見解。大體而言，羅氏認為：
「第一、 從學術的眼光看去，甚麼材料都應當平等看待。古代的殘

磚斷碣，對於歷史的重要，不見得就高於近代的告示公文。
第二、 因時代太近，恐怕牽涉自己的好惡，的確是一件可顧慮的

事。史學家重在客觀，不能以主見來影響事實的真象。這是一件很重
要的事，也是史學家一個重要的信條。
第三、說到許多文件不能公開，的確是史學家一件憾事。寫史書的

人，誰不願意把所有在他研究範圍以內的材料，通通看見，成一種名
山不朽的著作。但是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羅氏強調「史書就是永久不能有最後定本的」，指出當有新的考古

發掘，新的文獻發現，即使是古代史的標準著作亦將會因此而變改。

提出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方法
羅家倫進一步申明研究工作必須先從搜集史料 手，繼而「整理、

考訂、發表」。他強調「歷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由是，近代中
國史的研究也是先由史料叢書的編訂入手，這是基本而刻不容緩之
事。換言之，羅氏倡議研究近代中國史的方法，便是「整理中國近代
史料的方法」。他再指出「將所有的史料一齊發表，固不可能，而且
不必。但是將其有重要性的下一番『整輯排比』，或是『參互搜討』
的功夫，實在是新史學的基本建設。」羅家倫坦言道「大史學家是從
史料的灰堆和凌亂的文件裡產生出來的」。他也特別提出史學家務必

要有非比的耐性來從事資料的蒐集，他解釋說：「因為材料不是全部
可以收齊，所以只能隨得隨編，不能問年代的順序，或是事件的先
後。不望短期有大批的發表，只望能夠持之以恆，做一種日積月累的
工作。」
羅氏還提出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應注意「檔案文件」、「官書」、

「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禁書」、「專家著述」、「定期刊物」、
「圖書照片」等，而且不獨搜集本國的資料，還需要網羅外國的材
料。他提醒史家「不知道他國材料，或是不能運用他國材料而寫中國
近代史，則一定使他的著作發生一種不可補救的缺陷」。不過，他也
強調「外國材料固須充入參考，但是他們的態度、立場、背景，是時
時應當放在心上的。而且真偽問題，也須注意」。可見羅家倫對史學
方法亦有相當謹慎而成熟的見解。
羅家倫繼而提出在整理及考訂資料完畢之後，就必須進行「專題研

究」，提出所謂「摩洛格拉夫」（Monograph）的科學史學方法。他認
為「一個大問題裡面，往往包括許多小問題，非先將它打散來，分別
研究清楚不可」，由是，「必須把這些單獨的問題，研究得有眉目
了，綜合起來研究大問題，則對於這個大問題的著作，方才可靠，方
才不致徒托空想」。

小結：求學問之路在於近代中國史
羅家倫把學術的興趣聚焦於近代中國史上，認為「必須有這各部分

的史料叢書百種以後，才可以動手寫科學的中國近代史」。誠然，羅
氏並「不是說遠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說近的切
的更當為研究，尤為重要」而已。總的來說，羅家倫身體力行，提出
見解，啟導後學，努力開拓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藉此表達出其對近代
中國變局的回應以至對民族生存的反省。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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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回應：羅家倫對近代中國史的追求

鐵拳浪子

一套漫畫完結了38年都尚被改編為電影，印證
如今的劇本荒，同時說明漫畫的殿堂地位。但被
多次循環再用過後，新電影比想像中更忠於原著
——就是把主角矢吹丈的癲狂放在重點，遺憾
是，出身 Johnny’s事務所的山下智久演來神氣全
無。以下嚴重劇透。
多年來被稱頌的是矢吹

丈把自己的生命投放一件
事上，不單止是燃燒，是
要燃燒成飛灰，就如漫畫
最終他含笑躬坐擂台角落的
經典畫面。他出身流氓，在
貧民區被失意拳手丹下段平
攬為徒弟，矢志要擊倒任何
強敵。不是像《足球小將》那
種連冷板凳都未坐過的連勝連
勝又連勝，矢吹丈大部分時間
都是敗陣，往往更是飽吃百幾
拳眼腫臉腫地敗陣。但他的必殺
技，不止於交叉拳，而是倒下再
來倒下再來的無限復活，就連勁
敵見到都戒懼的癲狂。
但他吃幾百拳不是愚勇。為了使

出絕技交叉拳，他必須引出對手打出直拳，才可
以借勢擊倒對方，於是選擇雙手垂下的無防備戰
術，惹怒對手，將他當成人肉沙包看待——當強
勢者處於施虐的興奮，自然鬆懈，矢吹丈一個借
力打力的反擊，就可以將之扳倒。
這樣熱血，很正路吧？歷來的改編都是圍住這

種情緒打圈圈，因為觀眾是居上位者少，平民為
多，大家都會想越級挑戰、向上爬升，這樣的主
角易有共鳴，就算演員力有不逮？無礙。但，我
敢說，矢吹丈的死敵力石徹，才是《鐵拳浪子》

的最最精粹。
力石徹是前無古人，後亦未見來者，這該歸功

於主筆千葉徹彌的設定失誤。相較於丹下段平，
力石徹才是令矢吹丈投入拳壇的最大誘因，這也
是熱血創作必然的做法——用死敵來提升主角的
威能。但敗筆之處就在於千葉徹彌把他畫得個頭
高大，相較於看來瘦弱的矢吹丈，確然有壓倒性
的氣勢，但他卻算漏了一個客觀現實——就是拳

賽，是建基於重量而分級制，這個以
天生資質來分門別類的賽制，看來相
對比較公平，卻造成拳技只影響於
同級別的對手。以體形計，矢吹只
能算是雛量級，力石的外表卻是羽
量級，也無法說服到讀者他們可以
在同一級數的賽事上決鬥。於是
他們逆向思考，不是由矢吹丈越
級挑戰，反過來，由這個隨時可
以挑戰世界冠軍的力石，不惜降
級迎戰這個幾近寂寂無聞的流
氓拳手！
這就是《鐵拳浪子》最精粹

的降級美學。當如今的王道熱
血都是講以下犯上，力石卻
是反方向的降級而來，而

且，還要在數十個火爐下練拳、封鎖在房內披
棉被減磅，甚至連水也不敢喝一口，這種決意比
起打倒當權者更須勇氣，更有王者風範——因為
我們從來都是看到以下犯上得了權力，就腐敗，
留守在安全的位置，鮮少見到他們膽敢接受挑
戰，更遑論紆尊降貴。這也是所以力石徹在擂台
上打倒矢吹丈，卻因為減磅過度而死，他的漫畫
迷竟然真的辦了個葬禮，出席者達700人！
這種理想國度中的霸者，或者才是真正潛藏內

心渴求的。矢吹的無賴、癲狂、熱血，或者是我
們奮鬥的楷模，卻無法保證自己會否墮落。可力
石徹嘛，才是我們想要的上位者。

■文：陳科科 ■文：馮　磊

「風入松」關張與廉價閱讀

雖然我一向對勵志書不太感冒，但還
是決定一定要讀讀《力量》這本書，理
由就兩個，一是作者朗達．拜恩，她在
《時代》雜誌「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人：
創造者和巨擎人物」評選中，被評為全
球十三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二是
中文版權的爭奪中，有三十多家出版商
參與競價，最終以五十萬美金的天價創
造了勵志類圖書的海外版權交易紀錄。
書終於是出來了，也在心靈被溫暖之

中讀完了。書的內容簡介很煽情：你夢
想中的人生其實比你以為的還要接近
你，因為能讓你擁有一切美好事物的
「力量」，就在你之內。沒有「力量」，
你不會誕生；沒有「力量」，這星球上
不會有人類存在；每一項發現、發明和
人類創造物，都來自「力量」；全然的
健康、美好的人際關係、你喜愛的職
業、快樂滿盈的人生，以及能讓你成為
你想要的樣子、做你想做的事，以及擁
有你想要的一切所需的金錢，全部都源
自「力量」。
讓你心想事成、萬事如意的力量究竟

是什麼？朗達．拜恩要表達的觀點，我
們其實並不陌生。如果你想成功，每天
早上起床，到人群中大喊三聲：「我要
成功！我要成功！我要成功！」晚上睡
覺前，對 鏡子裡的自己，再大聲地喊
上三遍：「我要成功！我要成功！我要
成功！」如果你有點內向羞怯，在你上
台演講前，閉上眼睛，想像自己激情演
講、下面觀眾掌聲雷動的情景吧。要達
成一個目標，就把這個目標寫在夢想板
上，把夢想板掛在你的床前，天天看、
天天讀。
心理學家納維爾．高達德早在1954年

就提醒我們：「通過思考和感受的能
力，你掌控了一切造物。」中學老師教
給我們的這些方法，是管用的，因為它
有心理學的科學依據。物質世界是思想
創造出來的，我們就是我們思想的結
果。心理學的研究發現，我們的思想分
成兩部分，一是意識，二為潛意識。潛
意識的力量比意識大三萬倍，因此，你
的人生發展如何，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
你的潛意識開發得怎麼樣、運用得怎麼
樣。開發、運用潛意識的最有效方法之
一，便是藉由自己的不斷想像，將理想
中的自己變成意念。
就如基督教修道士及神秘學家聖伯納

德說的一樣：「愛的限度就是無限度地
去愛。」在《力量》這本書中，朗達．
拜恩說：「愛是世間最大的吸引力」。
愛是所有美好感覺的源頭，你要想得到
什麼，你必須先去「愛」什麼。通過
「愛」，你只想 自己要的，而忽略自己
不想要的，從而將你的潛意識喚醒、集

中，並固化為意念。意念持續發揮作
用，心想也就事成了，萬事也就如意
了。
為了佐證這一觀點，朗達．拜恩在

《力量》中為我們講述了許多運用「力
量」心想事成的故事。一位女士被告知
患有心臟病，但她堅持想像自己有顆強
壯健康的心，結果四個月後覆查時，奇
跡出現了：她的心臟非常強壯且健康。
另一個還沒有找到工作的女士，卻堅持
運用想像，來要求自己過 上班一樣的
生活，把鬧鐘設定在很早的時間，每天
計劃要穿什麼衣服上班，開立一個薪水
專用的賬戶，在日記上記下工作中的種
種成就⋯⋯不久，在一份工作面前，她
順利得到了那份工作。
信念＝想法＋感覺。朗達．拜恩在

《力量》中說，開啟力量有三把鑰匙：
一是愛的鑰匙，你一定要兩倍、十倍、
百倍、千倍、百萬倍地去愛，好像之前
從沒這麼愛過一樣；二是感恩的鑰匙，
世界上每一個救世主都會感恩，因為他
們都知道，感恩是高度表達愛的其中一
個方式；三是玩樂的鑰匙，用你的想像
力創造遊戲，然後玩樂！
是的，《力量》讀起來很溫暖。勵

志，一定要將你感動的，變成志向、變
成意志。「要留意你的心情和感受，因
為你的感受與你的有形世界有 牢不可
破的連結。」生命中發生的事件不是偶
然，你人生中經歷的每一件事都是依據
你所給出去的所做的回應。人生是由你
決定的！你生命的各個層面都由你做
主，你是你人生的創造者，你是你人生
故事的作家，你是你人生電影的導演，
你借由你給出去的，來決定自己的人生
會是什麼模樣。這就是力量。

【《力量》，（美）朗達．拜恩 著，王

莉莉 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5月第

一版，定價：35.00元。】

■葉　雷

意念讓你心想事成

—— 讀朗達．拜恩的《力量》

「風入松」書店關張的傳聞，似乎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記得2001年，我曾經到這家書店裡去蹭過書。所謂蹭

書，無非是站 挑挑揀揀，找有興趣的書翻一翻，消磨時
間罷了。因為囊中羞澀，也曾經不斷告誡自己：「千萬不
要弄髒了人家的書皮」。—一晃已經十年，回過頭來，
想想最近幾年幾百塊幾百塊地下書單，覺得都是一種罪
惡。
書，非站 不能讀也。現在書卷如山，卻怎麼也找不到

當初對書本、對書店的敬畏感了。
好在，「風入松」書店眼下並非倒閉。來自《深圳商報》

的消息稱，「風入松」因為經濟原因暫時關張，絕非倒
閉。至於何時可以重新開門，經營者稱，「要在短期內找
到文化環境、交通條件、房租成本均適合書店要求的場
地，絕非易事」，由此來看，重新開張似乎是需要耐心等
待了。
2010年，赫赫有名的「第三極」書店的關張，也曾撥動

過讀者的心弦。現在，「風入松」進入休眠狀態，作為讀
者，感覺五味雜陳。一個城市，容不下曾經的文化地標，
以將其趕走為能事，我想，這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書店關門，並不意味 大家就從此不讀書了。實際上，

最近幾年，當當、卓越和京東等幾家網店，書賣得都很不
錯。今年6月18日，京東搞了一個買二百減一百的活動。
據說18個小時裡就賣了2億元。除了京東，當當的買二百
送二百禮券、卓越的買二百送一百購書券都曾經搞得風風
火火。他們的熱銷，都是建
立在廉價的基礎之上的。
—以京東為例，一本書打
了七折，然後再減去二分之
一，一般都在四折左右了。
這麼便宜的價格，自然應者
如雲。6月18日晚，我自己
也曾下單，買過一本日本小
說家小泉八雲的《怪談》。
——不為別的，圖便宜耳。
實際上，我身邊的大多數

朋友，現在都很少逛書店

了。大家都在等待網店的打折。而且，大家似乎都不擔心
等不到便宜貨，3.9折的《斯坦因中國探險手記》、6折左
右的《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在實體書店裡，想都不要
想。但在網上，只要願意守株待兔，很多時候都可以如
願。所以，現在來看，實體書店需要做的，不僅僅是豐富
自身的文化內涵，而且要降價、降價、再降價。如果做不
到這一點，恐怕存活真的是個大問題了。
實體書店的活路，或許也可以從網店裡去尋找啟示。現

在當當、卓越財大氣粗，如果「風入松」們不能找到合適
的盈利模式，取勝的可能性，那就太小了。北京「萬聖書
園」，是劉蘇里先生的生意。「萬聖」也曾經搞過網絡郵
購，究竟經營情況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網絡郵購
確實是一個了不得的手段。當當和卓越目前已能做到專門
的物流配貨，現有狀態下的實體書店，又怎麼可能競爭得
過他們？
但我仍然希望有實體的書店可以留下來，不為別的，單

單為站在書店裡捧讀的感覺。記憶裡那些放了假的孩子
們，站在書架前盡享閱讀的樂趣，直覺真是書店的一種恩
賜。
實際上，網絡購書，也有自己的局限。一本新書，如果

單單憑借別人的推薦，是難以知道究竟是否適合自己的。
只有捧在手裡，細細翻看，才有真實的感覺。從這個角度
來講，實體書店確實還有存在的必要。
不僅如此，眼下網絡書店的集體打折，某種意義上

也是有目的地在擊垮實體書店。當某
一天，實體書店紛紛倒閉，網店的大
鱷們會不會聯手提價？這種廉價的午
餐能吃多久？
有這樣的疑問，當然也不意味 非

常悲觀。實際上，如果市場競爭充
分，便宜書總是有的。我們斤斤計較
的，或許還是自己早年書店捧讀的影
子罷了。
這是一個讀書的壞時代。但，確實

是一個買書的好時代。廉價的閱讀，
讓人樂趣無窮啊。

熱點詞評

■ 羅家倫 ■ 《文化教育與青年》

更正：
7月2日張為群《漫談琴棋書畫》一文，左下圖應為明代錢穀

《竹亭對棋圖》，右上圖應為五代周文矩《重屏會棋圖》。特此

更正致歉。

■ 「風入松」書店。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