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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生命》

前言

“珍藏生命”原是笔者为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的自叙《把苦难收入行囊》(又名《走出白色恐怖》)所
写的读后感篇名，用来作为本书的题目，多少有些感慨。    近些年来，随着父母以及一些师友的不断
离去，为此而写作的纪念、回忆文章也渐渐多起来。特别是与我同辈的亲人与朋友的早逝，尤其令人
痛惜。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美国朋友，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29年。而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陨落，以
及对这些师长、亲友的记忆，已经构成了个人生命史的一部分，无法忘怀，也时常感念。剔除那些已
经收入其他集子的文字，剩下的七篇，构成了本书的“怀人小辑”。    或许真是由于年龄的缘故吧，
现在落笔为文，往事很容易占据纸面。小学、大学(我的中学基本空白)的读书生活，巳戍为我反复吮
吸的源泉。那篇追忆小学时代所经历的教改实验的短文在《文汇报》刊出时，原来的标题《“常为新
的”学校》被编辑改易为《这是我一生的福分》，虽然私心并不喜欢这样感情外露的表达，但我也应
该坦白承认，从景山学校到北京大学，确实是我极为珍视的教育背景。’而这些关于往事的点滴记述
，即编为本书的“忆往小辑”。    旅游是我的一大爱好。每年借着开会或讲学的机会，都会有几次长
途出行。旧历年底，家庭的一桩大事便是整理一年行踪，由夫君主持，我贡献意见，制作成两张贺年
卡，发送给众多亲朋好友。因已成为每年的固定节目，所以，现在临近春节，总会有朋友提前写信来
预约我们的电子贺卡。当然，照片摄下的是场景，更多的人情世态、学术因缘，只能依靠文字记录。
以前曾经出版过一本《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现在将更多面向的旅行随笔集合在一起，便结
成了本书的“记游小辑”。    “谈书小辑”则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全为书序。我唯一为长辈
写过的三篇序，都属于我的导师季镇淮教授的著作。最早的一篇《序》乃是受季先生之约，敬谨应命
而作，先生的虚怀若谷让我感佩。收在集中的是另外二文。编入“大家小书”的《司马迁》为旧书重
印，《季镇淮文选》是为纪念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百周年系庆特别编选的“北大中文文库”中的一种，
为了撰写序言，重温先生的著述，也不断唤起许多珍藏的记忆。身为老师后，又不免应学生之托，为
其即将付梓的新著作序；自己写完或编成一本书，交代缘起或余话的前言后记更是必不可少。而无论
指导学·生，还是个人撰述，都是自我生命史上重要的关目，值得铭记。至于“谈书小辑”的第二部
分，所收基本为书评。不过，其中很多著作者还是我的师友，记下读后感的同时，我也不时会由书及
人，或由人及书，为书籍背后的主人留下若干剪影。    将这些生命中的片段忆述汇集成书，首先要感
谢王得后先生的提议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邀约。作为我所有文章的第一读者，陈平原提供了很多
中肯的意见，现在的书名，也是他最后敲定。                     夏晓虹              2011年6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
园

Page 2



《珍藏生命》

内容概要

夏晓虹编著的《珍藏生命》是当代中国作品集、随笔、和散文集多种形式的结合，本书很好的讲述了
一个一个一代代的名人的故事，将这些生命中的片段忆述汇集成了本书。
    《珍藏生命》适合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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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生命》

书籍目录

怀人小辑
寻梦者的漂泊之歌
——父亲周年祭
父亲与《新民报》
父亲的“书碑”
失去的是最珍贵的
——怀念妈妈
诗人的梦想
——怀念表哥刑序风
在学术中得到快乐与永生
——叶小青《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编辑感言
我的美国朋友柯珮娜

忆往小辑
少年景山
历久弥新的小学课本
“常为新的”学校
——“文革”前北京景山学校教改实验琐忆
东中街42号
我的走读生活
从北大起步
——《燕园学文录》自序
结缘梁启超
我的第一本书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新版序
一次壮观的购书行动
大清历史完结处
“伤脑筋”的家珑

记游小辑
透过晚清人的眼睛看世界
寻找梁启超澳洲文踪
在美国“发现”历史
纽约的音乐消费
初看歌舞伎
教学相长
我的“加尔东尼市场”
台湾茶话

谈书小辑
从西南联大走出的学者
为了非专业的读者
北大缘
史学与文学的联姻
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思考
北京研究的新视角
追寻现代散文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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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无处不在
新旧之间
上海之于我
温厚情谊 薪火相传
酒中味 知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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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生命》

章节摘录

父亲的“书碑”    父亲刘岚山(1919—2004)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他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过多次
书写，各个阶段的划分颇为复杂。而在我看来，1952年8月调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该属于其中最重要
的分际。此前，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漂泊者，从安徽和县的家乡出发，足迹南至桂林，北及延安，西
到重庆，东履上海，不但遍及大半个中国，而且，1951年3月更参加新华书店总店组织的战地文化服务
队，前往朝鲜；可一旦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后的日子里，父亲再也没有与之真正脱离关系。即
使1958至1961年，他一度在作家出版社(归作协领导)工作，但叶落归根，分离出来的作家社最终仍回
归母体，成为人文社的一个副牌。    最初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父亲担任了总编室原稿整理科科长。这
显然与他早年在出版社与报馆的工作资历有关。起码自1946年起，父亲就在《新民报(晚刊)》做过校
对、记者与编辑，1949年又主编皖南新四军游击队总部机关报《黄山报》，重回上海后，则转到《人
民文化报》编文艺副刊。    而原稿整理科这个在现行出版体制中已无存留的机构，对于1951年3月才刚
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而言，却相当重要。其职责是对各编辑部发排的稿件进行技术加工，如改正
错别字、查对引文、加专名线、誊清原稿等，后来也对书稿提出问题与意见，甚至有否定书稿的事发
生。大致而言，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改进与提高发稿质量，同时培训和提升编辑(主要是助编)的业务
水平。辅仁大学出身的著名编辑龙世辉，1953年由中央文学研究所毕业，初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先
经过了原稿整理科的训练。这段经历也是父亲与龙世辉一生友谊的基础。日后龙叔叔说起整理科，还
大为称赞，认为它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编辑人才。    此后，父亲又担任过总编室稿件科科长，具体负
责稿费核定与平衡工作。1956年，他才正式调进一编室(即后来的现代部)，处理诗歌稿件。由此父亲
又回到了他喜爱并熟悉的岗位，延续着《新民报C晚刊)》时期已经开始的编发优秀诗歌作品、扶植年
轻诗人的工作。    1960年，作家出版社设立了诗歌散文组，父亲先任副组长；作家社撤销，归并人民
文学出版社之后，他又被提为组长。这个位置给了父亲更大的施展空间，多年的积累由此喷发而出，
一些富有意义的编辑设想因此增加了付诸实行的可能性。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由于说不清的
历史问题受到冲击，打入“黑帮”行列。1969年9月，更随同数千文化部系统的干部一起，来到位于湖
北咸宁的向阳湖“五七”干校，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强制性体力劳动。干校结束后，重返北京的父亲起
初是在校对科，1976年才调回诗歌散文组，干他的老本行。“文革”浩劫过去，父亲又恢复了组长职
务，继续勤勤恳恳、兴致勃勃地工作。家里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他抄录的老友臧克家的诗句：“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那也是父亲的心声。    1982年12月，由于癌症动了切除右肾大
手术的父亲，听从医生的建议，出院后不再到出版社上班，并于1984年办理了退休手续。仿佛具有某
种预感，生病前的6月，父亲写过一份《业务自传》，对他一生的编辑与写作进行了总结。这份父亲
极为看重的材料(目前至少留下了四份草稿与清抄稿)，可以视为他向一生珍爱的出版事业告别的致辞
，也是我据以了解他在人文社工作状况的可靠依据。    本来，我对父亲当年的编辑工作并没有多少真
切的了解。“文革”后的忙于学业与住校，使我没有更多关注父亲的出版活动。而早年的隔膜，除了
自己的年幼无知，总在忙碌的父亲也没有很多余暇和我们闲话。印象中最清晰的是，“文革”前，我
基本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睡觉。起初，他有一个独立的小工作间，后来因宿舍调整，退还给出版社，
就在新分到的卧室中用木板做了一堵墙，隔出半间充当书房。他就在那半间小屋中看稿、作诗、写评
论，熬夜成为生活的常态。直到退休以后，他发表的一系列文学编辑经验谈，还取名为《编辑夜话》
，那对父亲而言本是写实。这个记忆也写进了我的小学作文《我的爸爸》中。    没有写进作文的是家
中每到周末的宴请。在父亲的小工作室里，星期天常常有客人来访：高谈阔论，然后是留饭。客人多
半都是诗人，有过去的老友，也不乏因编辑书稿而新结识的作者。由于父亲的好客和乐于助人(如资助
朋友子女、买书送人等)，工资收入本不算低的家中常常发生“经济危机”，每到月底都要唱“空城计
”，甚至于要向出版社预支薪水。执掌日常开支的姑妈也积累了经验，月初一拿到父亲给的生活费，
便立刻把一个月需要的粮食、鸡蛋等买足。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有点存款：反倒是“文革”中父亲被
扣发工资以后——朋友多不再来往，也因为钱少而更加精打细算。P17-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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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生命》

编辑推荐

夏晓虹编著的《珍藏生命》是由怀人小辑、忆往小辑、记游小辑、谈书小辑一、谈书小辑二组成的。
是自序《把苦难收入行囊》所写的读后感篇名，用来作为本书的题目，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定名为本
书的书名“珍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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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生命》

精彩短评

1、在首图借的。下午靠在床头翻完，有对家人的回忆，有读书的记录。这个内容简介谁写的？
2、陈夏二位老师的珠联璧合实在难得，能有一知己伴侣便是幸运了，有几人又能拥有学术事业上相
互帮携的福气呢？夏老师的散文透出的“人间情怀”，与陈老师相映成趣，甚是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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