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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

前言

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名人才有资格作传记，于是，传记便成了名人的专利。这自然有其道理：因为
名人的所作所为关系到国家社稷，他们不时地要发表重要讲话，作出各种批示，参与各种影响深远的
社会活动，在立功、立德、立言等方面为人表率，后人不仅对他们崇敬备至，而且还要模仿学习。至
于一般的平头百姓，平淡的日子日复一日，自然也就无可记述。我是属于后者，既没有想到也没有资
格来作所谓的“传记”。    只是到了老年，怀旧的心情日渐强烈，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许多往事总是萦
绕在梦乡或心头，而时日有限，再不作一点记述，那就要尘封到了永年，这多少让人感到有所不甘，
再翻到昔日所勾画的一些“记忆画”，于是便提笔记述童年时代的一些往事。哪里知道一发而不可收
拾，继学龄前之后，又提到启蒙教育的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而学习生活又和家庭紧密相连，
这样，从文体上看俨然就像是一篇自传了。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就不那么连贯了，只能是“一事一
忆”，因而，名之日“往事杂忆”。诚然，即使是平头百姓，一生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
是喜怒哀乐，凡对自己触动较深者，都想诉诸笔墨，写上那么几句，不是想要传世，而是留给自家人
看看，让他们知道爷爷是怎么走过他的一生的。再扩大一点便是亲友，相处几十年，总想知道一点某
人的来龙去脉。    一生中从未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加之，年老后记忆力衰退，许多事情孰先孰后，发
生在哪一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是事情本身，也只是一片模糊、混沌的印象，好在无关大局，也
用不着过于较真。    彭一刚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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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

内容概要

《往事杂忆》是一部自传文学，写了作者自己的童年、少年、成年时代的许多往事：从学龄前开始，
继而提到启蒙教育的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然后又是家庭生活。《往事杂忆》是作者彭一刚的
自传，写了他的许多往事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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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

作者简介

彭一刚，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设计大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名誉院长。1932年生于安微合肥
。曾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六部，完成设计二十余项。著作和设计作品曾获得国家及省部级
一、二、三等奖多项。2003年、2006年又分别获得梁思成建筑奖和中国建筑教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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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

书籍目录

依稀记忆中的童年 我的中学生活 短暂的大学生活 天津大学中的几处住所 以床代桌，著书立说 不占天
时，也不占地利，唯占人和 学习苏联，还是学习西方 忆恩师徐中 桃李满天下俊秀三五枝 民兵操练场
上的一场争论 坚辞民盟天津的负责人 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 第二次赴日参加学术会议 1995年赴威
尼斯参加学术会议 1995年在巴塞罗那参加国际建协（UIA）19届世界建筑师大会 两次海峡两岸建筑师
学术交流会 1998年美国之行 两次欧洲之游 【附】记院士彭一刚夫妇 2001年俄罗斯之游 2004年再度赴
美 2004年捷、匈之行 离“右派”还有多远？ 从恐惧到逍遥——“文化大革命”洗礼 1997年在上海与
初中同学相聚 2000年高中同学在合肥相聚 初涉江南“乐家乐”旅游区规划 无心插柳柳成荫——记甲
午海战馆设计 1989年合肥、皖南之行 2000年的长春、吉林之行 国家大剧院的方案评审 【附】时代性
与民族性的抉择——由国家大剧院方案评审所引发的反思 上海世博会的方案评审工作 【附】要体现
的是全球华人建筑师的才华和智慧——参加世博会中国馆方案评选有感 北戴河 青岛 《建筑师》编委
会 业余爱好 节日茶聚 每周一次的小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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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郑板桥爱竹，尤其擅长画竹，胸有成竹，意在笔先，均是他画竹的心得体会，在
画竹之中还有许多咏竹的题跋：“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赞竹之高
雅溢于言表。其实喜爱竹的人远非他一人，竹、兰、菊、梅古人以“四君子”称之，松、竹、梅又称
为“岁寒三友”。作为南方人我从小就喜爱竹子，只是成年之后，久居北国，便很少见到竹子了，憾
哉！ 除了鹅鸭之外，房东家还养了一些鸡，当然是放养，用不着喂食。他们用来买油、盐的零花钱主
要就是靠卖鸡蛋换来的。我们家就从她们那里买过不少鸡蛋。我母亲是一位善于勤俭持家的主妇，到
了后来，我们家也养起鸡来，主要是为了生蛋，所养的多为母鸡，但也必须有少量的公鸡作为种鸡，
这样，孵小鸡的全过程我从小便看全了。刚出蛋壳的小鸡特别可爱，呈浅黄色，毛茸茸的，但也叽叽
喳喳叫个不停。鸡的天敌是黄鼠狼，我家搭建的鸡笼就在窗户之下，每当夜间听到鸡的骚乱和呜叫那
必是黄鼠狼来作乱，开门一看，一地鸡毛和血迹，那就是黄鼠狼得逞了。平时，每当天明，公鸡便要
打鸣，就像报时的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从小就有切身的体验。 继养鸡之后，母亲又萌生
出养猪的念头。她观察过房东家养猪的情况，认为一点都不难。而且，如果养了一口猪还大有利于生
活的改善，于是在我家房子的南头山墙之外围了一个简易的猪圈，买了一口小猪，养到了年底就长成
了一只100多斤的大猪，春节前雇人杀了，除鲜肉、内脏供当时食用，其他部分便腌成腊肉，灌制腊肠
，供常年食用。这样就不必经常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肉了。猪确实比较笨，不像狗或猫那样讨人喜欢
，从而变为宠物。但临到杀的时候也很可怜，因而，在杀猪的那几天，我便一见到猪肉就反胃，连一
口也吃不下去。 近日在电视中看到一则广告：“厨邦酱油天然鲜，晒足180天”，于是回想到我母亲
做酱的事，这自然也是从房东家那里学来的。先把黄豆煮了，放在席子上铺成一寸多厚让它发霉，长
出一层绿色绒毛，看起来颇恶心，晾干之后用盐水泡，慢慢地就变了质，最后放在一个陶盆中用太阳
晒，是否晒足180天我不知道，但确实越晒越鲜，尽管酱和酱油不尽相同，但道理可能还是相通的。 
由黄鼠狼骚扰鸡笼便联想到生物的多样性。如今野生动物确实愈来愈少、罕见，有的濒临灭绝，甚至
已经灭绝，但小时在大别山却并非如此。对人有安全威胁的虎豹的确没有见过，但狼和野猪据房东说
在不远山里还是时有发现的，特别是狼，有时甚至会窜到村边觅食，夜晚走山路人们还必须防范。昆
虫飞禽之类的小生物却多得不胜枚举。孩子们最喜欢的多为蝴蝶、蜻蜒，其品种、花色之多也是数不
胜数，凡是稀有和好看的都极大地引起兴趣，但捉起来却并不容易。例如蜻蜒，无论你多么小心翼翼
，也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接近它，都会引起它的注意，不待你伸手它就飞走了，长大后方知道它长的是
“复眼”，是可以眼观六路的。至于鸟类，更是多种多样，特别是水乌，其羽翼之色彩真是五彩缤纷
。它们的呜叫声也十分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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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

后记

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本“杂忆”的写作，颇感欣慰。然而，杂忆不同于传记，说“完
”与“未完”，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多忆少忆全由作者自己做主。况且，人还活着，当前的事情过了
几年就可能成为回忆的对象，哪里会有完呢？！    我的时间观念十分淡薄，以往发生事情，有时怎么
也想不起究竟是在哪一年发生的。如果是传记，就必须认真对待，而在杂忆中则可以模糊处之，因为
它是一事一忆，前后并不一定要相互关联。    我很喜欢读名人传记，但常常略去它的前三分之一。这
是因为他们尚未成名，没有什么骄人事迹，特别是对他们的祖宗八代更不感兴趣，我不相信什么“龙
生龙，凤生凤”之类的臆说。就是出名之后，我更看重的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而更喜欢知道
的倒是他的生活细节。伟大业绩常常带有虚夸成分，而生活细节却更能真实地反映人们心灵的本色。 
  我的这本杂忆，所着重描述的也是个人及家庭生活，当然也包括与我相处的某些同事和朋友。    作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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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

编辑推荐

《往事杂忆》适合传记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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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

精彩短评

1、真够杂的，也敢说，啥都有，吃喝拉撒，当评审帮参赛者做方案。关于自己最重要的空间组合论
却是一带而过。就历史观来说，彭爷爷是向前看的。想到另一面的萧默，啥都放不开。建工社的杨永
生，又是他，虽没有学过建筑，却是建筑届八卦之王。
2、质朴可爱。彭老爷子的回忆录披露很多“内幕”，甚至让人忍俊不禁。
3、彭先生书买了一些，这本是他的活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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