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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萧乾》

前言

萧乾(1910.1.27—1999.2.11)，原名萧炳(秉)乾，蒙古族，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察哈尔部林丹汗后裔，北京
人，记者、作家、文学翻译家，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五任馆长(前四任为：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
圣陶，第六、七任为启功、袁行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第五、六、
九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委，民盟中央第五、六届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    萧乾
一九三五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专攻“英国心理派小说
”，曾任职于《大公报》，复旦大学教授。采访过欧洲战场、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纽伦堡
战犯审判。出版有著译作品四十三部，其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长篇小说《梦之谷
》，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散文《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等，译著有
《莎士比亚故事集》、捷克作家哈谢克(HASEK)《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CHWEIK)、英
国作家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他还因为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PEER GYNT)而被授予挪
威国家勋章，而最让人惊叹的是，在八十多岁高龄时，他还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了“最难懂的巨著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尹斯的《尤利西斯》，令文坛和世人瞩目、惊叹。    萧乾是智者，是
“未带地图的旅人”，是敢作敢为的蒙古人，更是热爱祖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圣者，金声玉振，德
泽后人。他的行，是楷模；他的言，是号角：“我一直以为，当中国人就得分享中国的命运并且尽力
改善那命运。”百年萧乾，千古完人。    萧乾始终牵挂着内蒙古。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两度
前来内蒙古进行实地采访，写下著名的《平绥琐记》。一九五六年他又应自治区政府邀请访问内蒙古
，深入牧区，进驻蒙古包，写下《草原即景》、《万里赶羊》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他还列了宏大的走
遍内蒙古的系列写作计划并已着手实施，因当时国内突起的反右政治气候而成憾。    萧乾关心内蒙古
的文化建设和文学事业。上个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他热心提携内蒙古大学的年轻学者和作家，赠书
题字。萧乾关注自己作品的蒙古文翻译工作，为蒙文版自选集书写前言，看到其出版欣喜不已。    萧
乾仙逝后，他的夫人、著名翻译家、尊敬的文洁若女士继续着与内蒙古的密切往来。进入二十一世纪
，文洁若女士更加关注内蒙古，尤其关心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她接受内蒙古电视台“
顶级探访”的采访并欣然同意播出；不顾年事已高，亲自来内蒙古为大学生进行讲座；提议在内蒙古
大学设立萧乾文学馆并筹备成立萧乾研究会。    文洁若女士关心萧乾文学馆的建设和活动的开展，在
萧乾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她热心联系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撰稿纪念萧乾，有了这本令人心动的《百年萧
乾》。这里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封书信、每一首诗词，都透着真情，弥散着萧乾的灵性。《百年萧乾
》不求藏之名山、纳于大麓，相信她会是一本光可鉴人、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好
教材。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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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萧乾》

书籍目录

百年萧乾 千古完人在萧乾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致辞缅怀萧乾先生发展繁荣内蒙古文学感受一
种男子汉的情怀——纪念萧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怀恩师萧乾先生回风十载玄而又玄——怀念萧老生命
与创作——浅读《未带地图的旅人》我心目中的萧乾先生萧乾百岁我心中的萧乾怀念萧乾我师萧乾一
尊英气勃勃的笑佛——怀念萧乾记父亲百年诞辰萧乾与小蝉怀念萧乾先生萧乾先生致肖凤的十六封信
及注释“深深地怀念咸宁和向阳湖”——回忆萧乾先生萧乾的《书评研究》不倦的行者  良知的明灯
——写在萧乾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萧乾先生《萧乾名作欣赏》初版序言萧乾《红毛长谈》的命运萧乾与
《尤利西斯》翻译及二三十年代文坛之思考忆萧乾先生怎样理解1948年郭沫若对萧乾的批判“父子角
”的萧乾他驰骋在二战欧洲战场(外一篇)——纪念萧乾诞辰100周年萧乾对上海书店出版之贡献萧乾一
生的“最后一圈”萧乾先生情牵《世纪》悼忆萧乾百年萧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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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萧乾》

章节摘录

我一直把萧乾先生视为我的文学导师和人生导师，若不是有缘在1987年大学刚毕业一年之后就与他结
识，很难说我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多久，走多远。如果能说我到今天还算取得了一点点文学的和学术的
成绩，那都是因为最初得到了先生无私的提携与教诲。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与学术研究，是从认
识先生开始的。    记得先生在沈从文去世后，写过一篇怀念文章，题为“没齿难忘”，文章不长，谈
的是他视为第一个“文学师傅”的沈从文当初对他文学上的帮助与提携。先生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蚕
》，是经沈从文亲笔修改后亲手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他最初的小说创作手稿上，多留下过这
位恩师润色的笔痕；是沈从文带他走进了有“京派”文艺沙龙之誉的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是沈从
文的提携，帮助他成为“京派”的后起之秀；萧乾大学一毕业就顺利进入《大公报》从事记者、编辑
，也有沈从文的力荐；后来，先生又从沈从文的手里接编下当时国内报纸副刊上的文艺重镇《大公报
·文艺》。    撇开先生自身的因素，诸如聪明、勤奋，身上具有沈从文特别赏识的一股“乡下人”的
习性，等等，我想或许更在于曾几何时，沈从文也是得到过他师字辈的徐志摩无私的帮助与提携。再
遥想徐志摩留学英国时，要不是与他忘年的英国师友迭更生的力荐，他也进不了剑桥大学。由此，我
又联想到当年作为穷学生的吴晗，能以低劣的数学成绩考进清华园，多亏胡适鼎力襄助。这样的例子
在现代文坛多得可以信手拈来，最难能可贵而又最令人感铭于心的莫过于，它是多么无私啊！    我得
掠美先生对沈从文“没齿难忘”这四个字，来感怀他对我的这份师恩。我想，即便是我老了，回首往
事，也会毫无迟疑地说，与先生结识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是他，在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时
，帮我校正人生的目标；是他，推荐并帮我亲笔修改翻译第一篇论文；是他，不厌其烦地接受我的造
访，使我完成并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是他，推荐我翻译并帮我联系出版了凌叔华的英文自传体小说《
古韵》；是他，帮我确立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作为一个长期深人挖掘的学术课题；是他，
鼓励我以口述史“田野作业”的方式追踪采访与研究老舍之死；是他，介绍我认识了许多倾慕已久的
前辈；是他，以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帮我认识和分析复杂的人生；是他，为帮我“套牢”女朋友，
送我书时特意将女友的名字一起题写在扉页上⋯⋯    事实上，他不单单是对我。先生曾在致友人信和
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很感谢在晚年时身边有一簇年轻的朋友，常来往的有李辉、丁亚
平和我三位。我们还曾被戏称为先生身边的“三剑客”。    无论是迭更生对徐志摩，徐志摩对沈从文
，沈从文对萧乾，胡适对吴晗，还是先生对李辉、丁亚平和我，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导师的无私
。拿先生对我们三个后学晚辈来说，他绝没想着要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回报。这与当下许多学生为导
师打工，一年到头见不着导师的影子，学术成了导师赚钱的手段和工具，很少再见有无私的帮助与提
携，相差何止天壤？！    今年是先生百岁诞辰，他也已仙逝十年了，在这期间，他的音容笑貌一天也
没有离开过我。年龄上，他长我半个多世纪，比我那被侵华日军杀害、没有见过面的祖父还大十岁。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很自然亲热地叫起“萧爷爷”来。我们的交流从没因年龄差距而出现隔膜的代
沟，相反，我们是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他对我在做人与作文上的教诲、提携与呵护，还填补了
我没有体味过祖父亲情的感情空白。    我写过关于先生的五本书，编选过十卷本的《萧乾文集》。他
为此说我是帮他一生做总结的人。不过，这倒给我一个重新认识他的机会。当我坐在国家图书馆宽敞
的缩微阅览室查阅旧《大公报》时，发现他年轻时并非如他自谦的那般疏懒。他的笔很勤很快，从他
在战时英伦发回报社的特写来看，他写得又多又好，且都是经第一手采访写成。难怪有史家把他二战
期间的特写誉为“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当我把从缩微胶卷上还原出的旧作拿给他看时，有的连
他都忘记了。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两个夏天，每周两次一大早骑车到他家，先陪他去离家不远的
玉渊潭畔散步，然后再去上班。那是一老一小两颗心灵沟通交融的两个夏天，是朝晨清新空气里弥漫
着一位历尽沧桑、风雨平生的老人睿智思想的两个夏天，也是我生命中充满了性灵(徐志摩特别爱用这
两个字)的两个夏天。他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他及其同时代作家文人的事。我自会用想象去感受那里面的
辛酸悲苦、荣辱欢欣。    先生的最后两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病情稍有好转，自小淘气的他便不安
分起来。他觉得医院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写作的空间。只有思想是自由的。其实这对他已经足够了。
但说话时间一长，走路稍快，心跳马上达百次以上，再加上他的肾功能只有常人的十分之一，无论如
何是不能出院的。可他一生大半辈子是在跑江湖，用一支多姿多彩的笔采写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静
卧在床的那份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他最怕打吊针，为了治病，曾一度每天必须打两次。尽管他总把收
音机或CD机放在身旁，为他奏着古典音乐，但望着那挂在头顶的输液瓶，心里就起急，不耐烦。    先
生的生命力也真顽强。病情稍一稳定，他便开始读书，写书评。他还想独创作家文集的体例，为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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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萧乾》

的部分作品，写个时过境迁以后的“余墨”。我那时正在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选十卷本的《萧乾文集
》。这“余墨”就是为它而写。所谓“余墨”即是对自己过去所写过的一篇篇小说、散文、特写、杂
文等，做一个勾勒式的回述，交代一下当时的写作背景、环境，觉得意犹未尽的再借题发挥几句，使
读者能更清晰地体悟其中的思想脉络。两年生病期间，他一共写了数十篇“余墨”、书评，约十万字
。P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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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萧乾》

后记

萧乾文学馆落户内蒙古大学将近三年。其间，许多前来参观的人士啧啧称奇，谓在此北疆僻静之地，
居然有如此庄严肃穆的文化名人殿堂，真应了那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的灵气。    今年，萧乾先生百年
诞辰。内蒙古大学萧乾文学馆应文洁若先生之嘱，接受了编撰《百年萧乾》纪念文集的光荣任务。在
文洁若先生的热心联络下，承蒙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收到了十几万字、二
十多篇文章。2009年12月下旬，文洁若先生电话嘱咐我们，可以分两步走，先就手头掌握的资料从速
印刷200本纪念文册，内部资料，免费交流，不需要申请准印文号，可以简单些，参加2010年1月27日
在上海举办的萧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此后，可以继续征文、收集资料，请出版社按照其程序，
编辑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文集。    2010年1月26日，参加萧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社会各界人
士齐聚上海南部的海湾园，拜谒了萧乾先生的铜像。27日，在上海鲁迅公园隆重召开纪念大会，缅怀
萧乾先生的辉煌人生。会上，《百年萧乾》供不应求，成为与会者的最爱，大家争相传阅，没有拿到
的留下地址，要求邮寄。    会后，先后又有舒乙先生等九位作者寄来作品，进一步扩展了本书的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内蒙古大学校长、著名书画家连辑先生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并作序，文洁若
先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照片，遂使本书更加丰富、饱满。    社会贤达、热心读者关心本书的印行。《
咬文嚼字》杂志的编委，著名学者、翻译家姚以恩老先生专门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校正书中常人
难以看出的错别字，并提出鉴于对萧乾先生的深厚感情，愿意通览全书予以把关。许多作者不厌其烦
地再三修改，令人感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领导登高望远、重义轻利，热情支持出版这本文集。    所
有这些，使我们倍受鼓舞，遂在繁杂的日常工作之余，加班加点编校，以使广大热心读者翘首盼望的
《百年萧乾》尽快面世。鉴于我们有限的水平，错误估计不少，敬请大家提出意见，以利不断完善。 
  内蒙古大学萧乾文学馆    2010年3月31日于呼和浩特

Page 6



《百年萧乾》

编辑推荐

萧乾是智者，是“未带地图的旅人”，是敢作敢为的蒙古人，更是热爱祖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圣者
，金声玉振，德泽后人。他的行，是楷模；他的言，是号角：“我一直以为，当中国人就得分享中国
的命运并且尽力改善那命运。”百年萧乾，千古完人。《百年萧乾》介绍了萧乾先生的生平事迹，以
及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由多位学者的作品共同组成了这部纪念文集。这里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封书
信、每一首诗词，都透着真情，弥散着萧乾的灵性。本书由乔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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