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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河山》

内容概要

此书主要收录徐铸成先生1984年至1985年来在海内外报刊所刊登的游记和通讯。这一年半来，作者风
尘仆仆地跑遍了京、津、沪三市及湖北、川东、长江三角洲的不少城镇。所到之处，目之所及，祖国
大地已然生机勃勃、团结振兴。作者有慨于身逢其盛，自然该尽心记录；又谨记张季鸾先生的名言“
老记者如果不‘记’，岂不剩下纯粹的老者，生命也就完结了”，予以自勉，所以才有这样一部《锦
绣山河》。既有宏观概述，又有细致描绘；既有对新事物的不吝赞赏，也有对旧积习的诚恳批判；既
有忆苦——大跃进时的急躁、 “四人帮”时的突变，更多的是思甜，是对国家发自肺腑的热忱。文笔
轻快，又颇富史料价值，令人切身感受到以徐铸成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所迸发出的活力
和精神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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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河山》

作者简介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
1927年进入国闻通信社从事新闻工作，后在《大公报》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桂林和上海版总
编辑，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主要创办人，先后任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是中国现代报业史上一
些重要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半个多世纪政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及活动的见证人。一生著述颇丰，撰
写了大量新闻评论、通讯、游记和杂文，晚年除了撰有不少回忆新闻生涯中亲历亲闻的文字外，还从
事传记文学创作，并致力于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兼任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主持创办厦门大
学新闻传播系，对一些新闻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做了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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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河山》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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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河山》

章节摘录

版权页：可见曾巩生前曾得此花。到明嘉靖年间，临川宝应寺失火，寺内仅存的一株玉茗树遭火劫而
枯萎死了，从此玉茗花不再现于人间。去年我在镇江，听说南山有昭明太子读书台，他在山上修辑《
文选》，忽一晚殿外百鸟齐鸣，明日开门一望，见阶下长了两株奇花，花白而绿心，因名日玉蕊花。
后昭明太子逝世，齐梁某公主闻而派人挖去移植其花园。一夜之间，玉蕊花枯死，并镇江亦绝种。这
个玉蕊花，是否与玉茗为一种奇花，不得而知。总之，玉茗奇花到明嘉靖时已成“广陵散”。汤显祖
是自恨未及身见此奇花，因以名斋，并把他亲自编导的四个杂剧，名为玉茗堂四剧，亦称“四梦”，
震动了东方文坛，与莎士比亚名剧并传天下，后世唱咏不绝。我参观了汤显祖纪念馆的当天晚，承抚
州市文化局的优待，特地请抚州“玉茗堂”采茶剧团学馆的馆员，为我们彩排了《牡丹亭》“游园惊
梦”二折，《南柯记》“瑶台惊变”一折。另外，承地方老艺人扮演“追鱼”一场，“王妈妈骂鸡”
一场，使我得略窥抚州采茶戏之堂奥，并汤显祖家乡后起艺人，串演“四梦”之精彩片断，衷心感激
，非片言可宣。一番闹台锣鼓，也和京戏差不多，几记小锣打过，学馆教师陈最良登场，“吟余改抹
前春句，饭后寻思晌午茶。蚁上案头沿砚水，蜂穿窗眼咂瓶花”。写书斋情景，出句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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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河山》

编辑推荐

《锦绣河山》是徐铸成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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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河山》

精彩短评

1、不错，有内容，有思想，值得看看
2、送货及时，一本自已喜欢的书
3、这本书有多种类型杂文混在一起，个人偏爱描写祖国河山。总觉得会随着笔者的文字游览大好风
景。不过当中也看到了对红色盲目年代的叹息与一片渴望之情。后来看了年份，全是八五年所作。这
才明白，那个年代尚是淳朴气息扑面而来，就连文笔也是淡淡的夸着好，又见出版社乃是自己钟爱的
三联，心满意足的读完近一个小时后，不禁浮想联翩，若作者看到如今的社会还会有那样的情感吗？
？？
4、研究晚年交游较好
5、提到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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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河山》

章节试读

1、《锦绣河山》的笔记-第210页

        规模宏大的北京图书馆新馆，听说早已破土动工了。上月我留京期间，为了联系复印报刊旧资料
，曾去“北图”逗留约半小时，猛然想起有关“北图”的一段段旧事。“北图”旧馆，大约是一九二
九年左右落成的，在当时，是建筑最为壮丽、设备最完善的“现代化”图书馆。那时我在天津《大公
报》当编辑，有一次因公到平（当时已称北平）三天，曾抽空去参观，回津写了一篇北平图书馆巡礼
，很受总编辑张季鸾先生的称赞。在此以前，我在师大半工半读时，经常跑市内的图书馆，最常去的
是梁任公先生主持、设在西单附近的松坡图书馆，其次，是设在北海后门不远处的北京图书馆，松坡
图书馆也在附近设有分馆。这几个图书馆，对一般书籍都是开架的，而且有一个极为方便读者的办法
：上午去馆时，交两角钱午餐费，到时可去食堂就餐，所借阅的书籍，不必还了再借，可以一直看到
闭馆的铃声响了为止。那时，除了清华、燕京、辅仁以外，北京的各公立、私立大学，点名查考制度
都很松弛。我知道有不少学生，选了课并不去听，而是在教授的指导下，整天、整月、整年“泡”在
图书馆里，深入钻研，有不少人“钻”通了一门成为专家，如萧一山先生，是在学生时代，编出了《
清代通史》，这部书成为当时的权威著作。除上述的大图书馆外，北京还有好几个通俗图书馆，听说
还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创办的，图书不多，却收集了不少词曲、小说。鲁迅曾说他编写《中国小说
史略》，很多素材是从这些通俗图书馆查阅的。到二十年代，北京还存在多少这样的通俗图书馆，没
有调查。我去过的，有东四附近和鼓楼附近两家。在那里，解决“民生问题”就更方便，只要关照一
声，自己跑到对面去买两个火烧来啃啃，就可以一直翻读下去。培养人才，不拘一格。图书馆应该是
自学成才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北京图书馆新馆作为重点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说明党和政府如何重
视文化建设，也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建设两个文明，开发现代化的智
力资源而尽力。在推行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中，如何继承和发扬便利读者的好传统，大概也早在考虑只
列了吧！（八三年九月一日寄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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