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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既上溯名人家族发迹之源，又追踪其子嗣延续之流
★纵观其气运之流变，揭示其荣盛之玄奥
★记述名门的悲欢离合、聚散圆缺，一幕幕家国同命运的鲜活历史
 

内容简介

在中国近现代风云激荡的历史变革中，曾出现一些显赫的家族。他们或是从天潢贵胄沦
为普通人家，或是从平民成为某个时代的新贵。这些家族和其家庭成员都经历了时代变
幻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他们在这种变迁中解构、浮沉，演绎着悲欢离合、聚
散圆缺，和一幕幕家国同命运的鲜活历史⋯⋯

作者简介

金毓嶂
，中国清朝皇室爱新觉罗的后裔，醇亲王载沣的长孙，金友之（爱新觉罗溥任）的长子
。1999年开始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崇文区政协副主席，兼任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
主任。
刘宜庆
，笔名柳已青，书评人，专栏作家，现供职于《半岛都市报》。关注晚清民国知识分子
群体，致力于民国人物研究。著有《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红尘往事：民国时
期文人婚恋传奇》《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等作品。
卫毅
，1980年出生，现供职于南方报业集团，是中国发行量*的人物类杂志《南方人物周刊》
的高级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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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陈寅恪家族：文化标本，悲欣交集

陈氏家族的百年浮沉，烛照出了中国近代文化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乃清末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在湖南巡抚任内，他是地方督抚中倾向维
新变法的风云人物。是时湖南风气大开，是全国最有生气、推行新政最有实绩的省份。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曾保举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弟被革职回乡。同年冬他挈眷
返里，在南昌西山下筑崝庐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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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他
一心肆力于诗，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享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
陈寅恪长兄陈衡恪，字师曾，近代著名画家。他诗书画印兼善多能，才华横溢，与鲁迅
、杨怀中、齐白石、李叔同、徐悲鸿交谊深厚，是吴昌硕之后齐白石之前的书画大家。
有《陈师曾先生遗诗》、《陈师曾先生遗墨》、《陈师曾印谱》、《中国绘画史》、《
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传世。
为了完整地呈现陈氏家族，笔者拜访了散居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陈家后裔。这是一次对
义宁陈氏文化基因的探秘，更是一次对中国百年文化史的微观梳理。

“我叔公（陈寅恪）跟我父亲（陈寅恪侄子陈封怀）在一起时，说的是长沙话。”如今
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陈贻竹向本刊记者回忆。
长沙只是这个四处奔波的家族暂时的居处。他们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赣北幕
阜山腹地的一处山村。修水古称义宁，所以陈家被称为“义宁陈氏”。
“最近忙的是陈家大屋的保护。”陈贻竹说。竹塅村陈家祖辈居住之所历史已超过两百
年。陈家大屋门前的场地上，竖着用紫红麻石条砌就的旗杆石和旗石墩，顶部正中凿有
竖旗杆用的圆孔。旗杆石为陈宝箴中举时所竖，刻着“清咸丰元年辛亥陈宝箴中举竖”
；旗石墩是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中进士时所竖，刻着“光绪己丑年主政陈三立”。
义宁陈氏为客家人，在竹塅已经住了几代，承续着耕读传统，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
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二十的陈宝箴中了举人。
陈宝箴中举时，满清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巨大威胁。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另一位
客家人的后裔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咸丰帝诏令各地创办团练以御太平军。陈宝箴的父
亲陈伟琳创办义宁州团练，陈宝箴协助其父帮办团练。
1854年春，一支太平军进攻义宁泰乡。陈伟琳率泰乡团练拼死相抵，劳累过度，病倒不
起，于八月
去世，给陈宝箴留下的
遗训是：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陈寅恪家族：文化标本，悲欣交集
陈氏家族的百年浮沉，烛照出了中国近代文化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乃清末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在湖南巡抚任内，他是地方督抚中倾向维
新变法的风云人物。是时湖南风气大开，是全国最有生气、推行新政最有实绩的省份。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曾保举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弟被革职回乡。同年冬他挈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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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他
一心肆力于诗，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享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
陈寅恪长兄陈衡恪，字师曾，近代著名画家。他诗书画印兼善多能，才华横溢，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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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陈师曾先生遗诗》、《陈师曾先生遗墨》、《陈师曾印谱》、《中国绘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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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整地呈现陈氏家族，笔者拜访了散居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陈家后裔。这是一次对
义宁陈氏文化基因的探秘，更是一次对中国百年文化史的微观梳理。 



走出江西乡野的客家人 

陈家在长沙湘江东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蜕
园”。
“我叔公（陈寅恪）跟我父亲（陈寅恪侄子陈封怀）在一起时，说的是长沙话。”如今
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陈贻竹向本刊记者回忆。
长沙只是这个四处奔波的家族暂时的居处。他们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赣北幕
阜山腹地的一处山村。修水古称义宁，所以陈家被称为“义宁陈氏”。
“最近忙的是陈家大屋的保护。”陈贻竹说。竹塅村陈家祖辈居住之所历史已超过两百
年。陈家大屋门前的场地上，竖着用紫红麻石条砌就的旗杆石和旗石墩，顶部正中凿有
竖旗杆用的圆孔。旗杆石为陈宝箴中举时所竖，刻着“清咸丰元年辛亥陈宝箴中举竖”
；旗石墩是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中进士时所竖，刻着“光绪己丑年主政陈三立”。
义宁陈氏为客家人，在竹塅已经住了几代，承续着耕读传统，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
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二十的陈宝箴中了举人。
陈宝箴中举时，满清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巨大威胁。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另一位
客家人的后裔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咸丰帝诏令各地创办团练以御太平军。陈宝箴的父
亲陈伟琳创办义宁州团练，陈宝箴协助其父帮办团练。
1854年春，一支太平军进攻义宁泰乡。陈伟琳率泰乡团练拼死相抵，劳累过度，病倒不
起，于八月去世，给陈宝箴留下的遗训是：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
1860年，陈宝箴进京会试落第。他并未马上返乡，而是与各地应试的举子切磨道义，结
交了众多“隽异方雅之士”。其中，他与易佩绅、罗亨奎尤为要好，被称为“三君子”
。
这一年，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国难当头之际，陈宝箴无心在
京等待三年后的考试，赶赴湖南投入军营。他到湖南之前，好友易佩绅、罗亨奎已奉湖
南巡抚骆秉章之命，招募了一支千人义勇军“果健营”，驻守湘西，配合清军抵御太平
军的来袭。
不久，翼王石达开率领十万太平军猛攻“果健营”，义勇军累月死守，粮草行将耗尽。
陈宝箴冒死雪夜从小道潜行至永顺求援，并马不停蹄押运粮草返回军中。“果健营”巩
固了防守，太平军久攻不下，退兵而去。陈宝箴与“果健营”自此扬名。
1863年，陈宝箴来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庆驻地。此前，曾国藩已对义宁团练大为激赏，
对陈宝箴也有耳闻，数次邀他加入幕府，并赠其一副对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浊
酒待君温。”进入曾幕的陈宝箴如鱼得水，被誉为“海内奇士”。
几年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陈宝箴随后也入京觐
见，“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不久，他将家眷从江西竹塅接到了湖南长沙。
“陈宝箴是这个家族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转折点。在江西，土客矛盾使得客
家人只能在偏远的地方生存，种的是最差的田，常年吃的是红薯。作为客家人，他们只
能靠个人奋斗，没有其他根基。义宁陈氏的历次迁徙中，恐怕这一次迁移意义最为重大
。陈姓历代先人为之奋斗上百年的家族崛起，最终通过陈宝箴的走出竹塅得到了实现。
”对义宁陈氏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求会为笔者分析。力推维新的湖南巡抚
1898年，同样是在长沙，陈寅恪与几位兄弟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身后的背景板是手绘
的湖山，悠远宁静。照片上的几个人，神色多少有些冷峻。这一年的长沙各种思潮涌动
，山水之间并不平静。对这个家族和这个国家来说，是波诡云谲的一年。



这一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全国十八行省的督抚，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推
行新政之举，其子陈三立曾概括为六项：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
公官权。希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对陈宝箴倍加赏识，于“百日维新”中的8月5日、10
日连下两道谕旨嘉奖他。
早在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改革校经书院，陈宝箴就大力扶持：“为士子群聚讲习，以
开拓心胸，讲求实学，造成远大之器，用意甚美。”校经书院创办的《湘学报》，为湖
南首创的新报，为湖南维新摇旗呐喊，以大量篇幅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诸多新知。
陈宝箴十分推崇《湘学报》，赞誉其“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理达用之助
”，“为湘中承学有德之言，于本省人士启发尤为亲切”。他通令全省各州县订阅，“
分送书院肄业及城乡向学士子一并批阅；劝告绅商自行购买”。此外他还拨款购买梁启
超等人创办的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的《时务报》，分发各府厅、州县书院。
在他倡导下，湖南成立了南学会——以行民权、立议会、促地方自治为宗旨的政治团体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南学会创办时，会长皮锡瑞首先讲“立学会讲学宗旨”；黄
遵宪讲“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乔树楠讲“公利私利之见”，谭嗣同讲“中国情形
危急”；陈宝箴讲“为学必先立志”。
随着湖南新政进入深水区，尤其是梁启超等人的到来，新政发生改变，从单一的洋务实
业朝关涉民族、民权等方向转化。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学子，蔡锷便是其中代表。外
人则将湖南称为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州。
湖南新政迅猛展开之时，京城里帝后两党的争斗也已水火不容。光绪帝命各省督抚网罗
“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推荐进京。陈宝箴举荐了十七名维新人才，其中谭嗣
同、杨锐、刘光第三人被光绪帝委以重任。
陈宝箴父子施行的是一条不伤国体、稳健渐变的改革之路。“其实，陈宝箴父子在当时
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旧派认为他们乱来，激进派认为他们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
在他们身上。湖南开始办矿务总局，谭嗣同跟陈氏父子的观点就不一样，到底官办、官
商合办、官督商办，还是商办？民族工业的滋生、蔓延和发展，问题非常复杂。陈家父
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化，而是非常务实，有时还要顾及人情世故。他们感受到的
痛苦和难堪很真实。”张求会说。
1898年八月初六，光绪被囚，慈禧垂帘听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所有新政俱被废止。戊
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陈宝箴父子因“滥保匪人”，被“革职永不叙用”。
农历九月十七，陈宝箴将巡抚印信移交给了新任巡抚俞廉三。陈氏父子的政治抱负就此
终结。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光绪二十一年春所作的两句诗，不幸成
谶。从两公子到一散原
1899年，九岁的陈寅恪再次面对镜头已无惊惶之色，这几年他已习惯了照相。这是陈宝
箴与孙子及重孙的合影。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封可、陈衡恪、陈隆恪都在镜头
里，坐在最中间的陈宝箴神色平静而落寞。拍摄地点已移至江西南昌。
一年后，陈宝箴突然去世。他的死至今成谜，一说是病死，一说是慈禧赐死。他去世时
，至亲子孙都不在身边，儿子陈三立日夜兼程，从南京赶到南昌奔丧。
陈三立是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最为得力的助手。“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
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训。他是名副其实的实践者。
咸丰三年（1853）九月二十一，陈三立出生于江西修水竹塅。年少时，他与弟弟陈三畏



就读于陈宝箴创办的四觉草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打下良好的诗文基础。
陈三立的书法，深受乡贤黄庭坚影响，质朴古拙。然而，彼时殿试流行馆阁体，他的书
法风格并不合潮流。他回乡苦练了三年书法之后，才于光绪十五年（1889）成为进士。
中进士后，陈三立被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其时他父亲陈宝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
，襄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洋务实业。张之洞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受此吸引，陈
三立离开吏部衙门，来到湖北任事。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新政急需人才，求贤若渴。为此陈三立多方结交有识之士，梁启
超、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熊希龄等一时齐聚湖南。陈府名士荟萃嘉宾云集，陈三
立则成为名士中的名士。宾主时常聚集在他的书房中，“相与剖析世界形势，抨击腐朽
吏治，贡献新猷，切磋诗文，乐则啸歌，愤则痛哭，声闻里巷，时人称之为：义宁陈氏
开名士行”。陈家父子的改革思路有一脉相承之处。
“所谓的革命、守旧、维新是很复杂的，除了观念和思想，路径的取向，具体的实践差
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人际关系。陈宝箴父子交往的对象是不分新旧的，他们一直强
调没有党派、新旧之争，思想根源还是在于务实，在于家国情怀，骨子里还是有士的观
念、风范、价值取向。晚清以来，士有清流、浊流之分，陈家兼具清流和浊流的优点，
一方面崇尚气节，另一方面又懂得务实。借用陈寅恪的话说，这个家族始终有一种‘预
流’的意识，要积极参与，又不是为了跟别人盲目竞争，他们是把民族国家的忧患跟自
身的路径选择结合在一起。”张求会告诉笔者。
陈三立对陈宝箴帮助极大。时务学堂开学时，陈宝箴原打算聘用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
陈三立却向父亲推荐了康的学生梁启超。他认为梁已经超过其老师。
梁启超曾说：“陈伯严（陈三立）吏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谭嗣同）齐名
，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
退出政坛后，四十七岁的陈三立依父亲长眠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以地名为号
，自称“散原”。
清末民初的诗坛，曾出现繁盛局面，各方流派皆标新立异，对诗歌的发展进行了探索与
实践。陈三立被公认为这一时期同光体诗派的领袖。钱锺书曾说，唐以下的大诗人可以
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陵谷山原”。“陵”是杜少陵，“谷”是黄山谷，“山”是
李义山，“原”即陈散原也。
陈三立与续配夫人俞明诗多数时候住在南京。俞明诗是浙江绍兴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
南知府。之后俞氏家族在绍兴兴旺起来。俞文葆的孙子俞大维是后辈中的佼佼者。
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时曾与一德国女子相爱，并生下一子，取名俞扬和。回国之后，他与
表妹陈新午结婚。陈新午是俞大维姑姑俞明诗的女儿。义宁陈氏与绍兴俞氏两个家族，
成为两代姻亲。这两个家族的交往还可上溯到陈宝箴。陈宝箴曾入曾国藩幕府，而俞大
维的母亲又是曾国藩的孙女。俞扬和长大成人后，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这样，
陈、俞、曾、蒋这四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亲关系，形成一张极具中国
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游学日欧美
1904年，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留下一张合影。此照摄于日本。兄弟三人已剪去辫子
，留着短发。陈隆恪曾在照片后题诗一首：负笈东瀛鼎足随，偶留色相果何为。
沧桑变灭寻常事，识取观河皱面谁？
儿子远去东瀛，陈三立曾亲自到上海吴淞口送行。当年谭嗣同在给别人写信时说，跟陈
三立商量，两家的子弟以后都要送到国外去学习。“当时出国留学是不得了的事，除了
有经济实力，还要有眼光和风险意识，这有救亡图存的民族忧患意识，所以说陈寅恪这



一辈能出国深造，跟家族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张求会说。
留洋求学成为这个家族命运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
更证明了这家人的眼光。
陈寅恪身体不好，在日本又患上了脚气病。1906年寒假返家后，俞明诗不忍让儿子再东
渡。陈寅恪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同班同学中有日后的著名学者竺可桢。1909年秋，陈寅
恪赴德国入柏林大学，1911年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次年回国，在上海虹口家中自修文史
。
1913年春，他再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4年秋至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1915年赴北京，一度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局长蔡锷
的秘书。
1918年秋，陈寅恪原打算重返柏林大学继续学业，但一战刚结束，战败的德国元气大伤
。陈寅恪改去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语言学、希腊
文，并选读了闪米特语等。
蓝曼极其欣赏两位从中国来的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1921年2月17日，他在给时任哈佛校
长罗威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
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的前途
有卓越的贡献。”
陈寅恪在哈佛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表弟俞大维。比陈小7岁的俞大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后，到哈佛研习哲学，成绩优异，获得博士学位，并拿到谢尔敦海外游学奖学金，以及
去德国留学进修的机会。
1921年秋陈寅恪回到柏林大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在柏林大
学期间，他学习了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多年后他“懂十几门
语言”的美誉在此打下基础。
陈寅恪此次由美国转学德国，表弟俞大维一路同行，两人连续同窗7年。他们在海外的中
国留学生中颇有名望。陈寅恪在德国学习期间与傅斯年、毛子水等留学生交往较多。傅
曾对毛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
俞大维。”
俞大维对表哥陈寅恪了解极深。多年后他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介绍说：“他
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
，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北归南渡
1925年，清华学校向国立清华大学过渡，除保留留美预备部外，计划新设大学部和研究
院。研究院原拟兼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科，后因经费短缺先办国学一门。陈寅恪的
老朋友吴宓受命主持筹建清华研究院后立即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
1926年1月，陈寅恪接受邀请，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国外留学生涯，前往清华任教。
1926年7月，陈寅恪初到清华，与几位单身男教师住在工字厅，其中一位体育教师叫郝更
生。1928年初春，郝更生与陈寅恪聊天时提到女友高梓有一位好友家里挂着一幅字，署
名南注生。他向陈寅恪请教“南注生”为何许人，并说了说女教师的情况。陈寅恪听完
，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陈寅恪读过唐景崧所著《请缨日记》，熟悉《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予日本时的晚
清政局，而且自己的舅舅俞明震曾在台湾辅佐唐景崧成立“台湾民主国”，所以他对唐
景崧的诸多事情都十分了解。“南注生”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这是他向郝



更生作出的解释。因对这幅字非常感兴趣，他向郝更生提出，希望能拜访其主人。
果不其然，女教师叫唐筼，正是唐景崧的孙女。陈寅恪与唐筼由一幅字而结识，投入爱
河，1928年成婚。两人结婚之后至1937年，生下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其中“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乙未割台有关。女儿的名字中亦呈
现出陈寅恪的家国观念。
1937年11月，自天津开往青岛的济南号邮轮，在甲板上玩耍的陈流求与陈小彭留下了合
影。陈寅恪一家此番航程，不是旅游，而是躲避已经烧至北平的战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末，北平沦陷。8月8日正午，日军大举开进北平城
。
值此变局，八十四岁的陈三立忧愤难平，不进食不吃药，身体状况变得十分糟糕。在陈
寅恪女儿的记忆中，俞大纯常来问疾，先与家人攀谈，述说外界局势不妙，到了陈三立
床前，却故作满心欢喜高声说：“姑爹好消息，今日又打了胜仗。”陈三立开始几天听
到打胜仗的消息稍感欣慰，后来发现这是为了哄他，便不肯进食服药。陈流求曾目睹家
人几次捧着一碗流质食物进入祖父卧室，最后又原样端了出来。陈三立在弥留之际仍然
牵挂战事，曾问陈寅恪：“外传马厂之捷确否？”1937年9月14日，老人去世。
为亡父治丧期间，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被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医生让他立即住院
做手术。这类眼科手术在当时难度极大，陈寅恪与唐筼考虑之后觉得，若做手术，右眼
视力虽有恢复希望，但需长时间疗养。此时陈寅恪坚决不肯再在沦陷的北平教书授课，
最后决定，放弃手术，任凭右眼失明。
1937年8月，教育部讨论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址
设于长沙。
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去世后49天，陈寅恪一家离开北平，从天津至青岛，奔向长沙。
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与家人千里辗转，奔走于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正是在此乱世之
中，陈寅恪在学术上开始了第一次厚积薄发。1940年，五十岁的陈寅恪写出了奠定他在
隋唐史领域地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年之后，又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
稿》，尽显学术才华。
1946年，在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家的草地上，陈寅恪与亲人们留下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张
大合影。照片上大家的眼睛都对着镜头，除了陈寅恪——此时他已看不见镜头在哪里了
。1945年秋至1946年春他曾远赴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但视
力未能恢复。
平静的生活总是短暂。1948年12月，战火再次逼近北平。胡适请邓广铭找到陈寅恪一家
，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人，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带来口信，要陈寅恪一家
随此飞机离开北平。飞机已经降落在北平南苑军用机场，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向家人
表示不愿离开北平，许多同学都在校园迎接解放，况且考上清华不易，这么一走，恐怕
很难再回来。
唐筼劝说女儿：现在是烽烟四起的紧急时刻，父亲失明、母亲有心脏病，你妹妹美延年
龄还小又瘦弱，你不和我们一起走，连个提文稿箱、搀扶父亲的人都没有，何况这次是
大维姑父传话来接我们离开，也是亲人的一番好意。陈流求本来执意不走，经母亲反复
劝说，感觉到家中的实际困难，自己有责任为父母分忧，于是决定一起登机。
1948年12月15日上午，胡适一家与陈寅恪一家在南苑机场登机。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
南京明故宫机场。陈寅恪与家人匆匆离开北平，自忖将与此地永诀，心绪难平，写下了
这样的诗句：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果然，此后陈寅恪再也没回过北京。
岭南1949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与家人从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轮秋瑾号，在海上航行三天后，抵达
珠江口黄埔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派人来港口迎接，然后转电船，溯江至岭南大学码
头。陈序经懂得陈寅恪的重要价值。在陈寅恪到达岭大的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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