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范儿”的历史真实

——以周佛海日记为中心的解读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张生



何谓“民国范儿”

• 一种被建构出来的关于民国生活态度和场
景的意象

• 优雅、精致、知性、醇美是被设定的特征

• 其主体包括政要和中高级公务人员、前军
政界名流、知名知识女性、大学教授、著
名编辑记者、艺术家、艺人、出版商、商
人等城市精英



“民国范儿”的传说、神话和范本

• 鲁迅

• 刘文典

• 林微因

• 胡适

• 徐志摩

• 上海小K、《良友》画报、月份牌

• 《丹凤街》和《1937年的爱情》等等



“民国”南京，作为意象的出场和
在场

励志社远眺 南京女大学生的舞蹈



在主角出来之前

比他更大的人物蒋汪 不离不弃好基友老包



周佛海出场

他要写日记 西流湾八号的主人



周佛海的“朋友圈”

那一年，他们做过大事 时过境迁朋友换了
• 1937年1月，周佛海见过的南京政府党

国要人

• 邵力子 中央监察委员 陕西省主席
• 段锡朋 教育部次长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 叶楚伧 立法院副院长 中央党部秘书长
• 曹浩森 军政部政务次长
• 熊式辉 江西省政府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
• 顾祝同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 重庆行营主任 贵州

省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
• 蒋鼎文 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 中央执行委员
• 余井塘 中央执行委员 江苏省民政厅长
• 周启刚 中央党部海外党务委员会主委中央执行委员
• 汪精卫 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 何应钦 军政部长 中央执行委员
• 邹 鲁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 褚民谊 中央监察委员
• 彭学沛 中央执行委员 交通部政务次长
• 潘公展 中央执行委员
• 陈公博 中央执行委员
• 罗卓英 中将 18军军长
• 吴铁城 中央执行委员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 陈果夫 江苏省政府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



“状元中委”意气风发

江苏省政府的年轻人 身兼要职不屑权贵

• 江苏省教育厅长

• 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
部部长

• 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 大本营第二部（政略）副
部长

• 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劝”、“召”、“垂询”、
“指示”、“夜访”

下属

• 教育厅主任秘书陈天鸥

• 教育厅职员杨天运

• 训练部主任秘书许孝炎

• 训练部民训处处长吴绍澍

• 训练部秘书陈曼秋

亲属、朋友

• 杨淑慧和子女

• 岳父杨卓茂

• 亲家严敦和

• 包惠僧、梅思平、高宗武



文人出没

名流云集
•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 武汉大学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周甦生
• 武汉大学副校长兼化学系主任王星拱
• 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校长周厚枢
•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皮宗石
• 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严慎予
• 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
• 香港华侨学院新闻系主任樊仲云
•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阳
• 江苏省教育厅编审易君左
• 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
• 中央大学教授萨孟武
• 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
• （1937.1-2文化名流）

冠盖京华



1937年的工作

• 省政府教育厅的工作模式

• 其他工作。。。

• 卢沟桥事变后的反应



1937年的爱情

• 办公室恋情

• 五台山上的秘密

• 超级电灯泡

那时候的一些南京男女



1937年的娱乐

• 看电影

• 请吃与吃请

• 痛饮



1937年的心情

“唏嘘”

“离愁别绪，不知几万斛”

“低调俱乐部”
罗君强、郭心崧、梅思平、李师广、胡适、陶希圣、高宗武、程沧波、
钱大钧、陈布雷



十年旧梦的完结

酒后吐真言 最后的日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 “民国范儿”的本质

• 1、中国式怀旧——对于美好事物的逆向心
理投射

• 2、其实那不是民国



国破山河在 城残草木疏

• 自从民国16年2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城已
整整十年了。城内人口从当时的30万增加
到现在的80万。通过剥削农民成功地建成

了一个炫耀自己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如
今已成为过眼云烟，任何人目睹首都被破
坏的惨状，都会感慨万分的。

• ——佐佐木到一

• 1937年12月14日



真实的民国

• 战争

• 经济落后

• 灾害和饥荒

• 医疗条件落后

美国学者Harry E.Seifert在1933年依据金陵
大学对1929-1931年对100多个县共38256户
农家的调查资料。其中记录有2817名男性死
亡人口和2682名女性死亡人口。发现男性出
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4.85岁，女性是
34.63岁。



告别民国

•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 作为严肃研究对象的民国，和网络上的民
国

• 民国的历史地位

• 民国史的研究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