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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童心》

内容概要

王耐，1937年9月生于山东青州(益都)，回族。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从事纺织、新闻、殡葬、民族宗
教等职业43个春秋。期间先后任办事员、统计员、科长、主任等职。曾当选青浦区人大代表、常委，
农工党黄浦区委宣传委员、青浦区主委，农工党市文史委员，市伊协委员，市殡葬协会理事，黄浦区
法院陪审员、廉政监督员。
    《我以童心》是作家王耐的作品结集。全书分为报告文学、散文、诗歌三部分。
    《我以童心》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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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童心》

作者简介

　　王耐，1937年9月生于山东青州（益都），回族。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从事纺织、新闻、殡葬、
民族宗教等职业43个春秋。期间先后任办事员、统计员、科长、主任等职。曾当选青浦区人大代表、
常委，农工党黄浦区委宣传委员、青浦区主委，农工党市文史委员，市伊协委员，市殡葬协会理事，
黄浦区法院陪审员、廉政监督员。　　爱好写作，19岁在《劳动报》发表处女作，在《青年报》发表
的民歌曾人选《上海民歌选》。1958年尚未实现作家梦便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达20年之久。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文友鼓励下，陆续有作品发表在报刊上。退休后任《上海穆斯林》季刊编辑近十
年，本书所收诗文大部分是这时期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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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童心》

书籍目录

上编 高山仰止高山仰止搏盛名——达浦生诞生135周年解读世纪老人风范永驻——周谷城同志传略他
的语言文字学永不生锈——吴文祺生平一个农工党员的人生境界——缅怀郭莽西烈士“在太行山上”
他一声吼——回族革命歌词家桂涛声生平临刑含笑就义——辛亥革命时期回族烈士尹神武经典画作风
雨情——记回族画家哈琼文深切缅怀马人斌阿訇中编 岁月留香华君武为王树忱墓碑题词吕型伟校长岁
月留香犹太人与舟山路上这幢楼一位杂文作家的人生困惑“荷兰水”姑娘——抗日战争时的一个故事
卖冰水的故事黑车与假币《萌芽》创刊号走笔亦当志愿者说说回族上海人吃涮羊肉的来历50年代中国
穆斯林恢复朝觐追记——纪念新中国60大庆岳丈那场病节日想起几位普通穆斯林她带头作最后的贡献
——一个献遗体的故事《上海穆斯林》一路走来民族复兴的带路人——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难忘“
三巧合”的一天——纪念中国共产党90华诞讲“卧尔兹”我之浅见爱国爱教爱家族——杨氏家族一次
诵经活动归真路上别样情——来自上海市回民公墓的报告长脚死里逃生以责任和义务东宫为我借东风
呵，摇篮——我们的《东宫报》1988香港散记诗的习作杂谈——在文友聚会上的交流发言走进世博“
大观园”——漫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看点下编 晚年放飞光明追赶渴望——贺中国共产党90华诞放飞
未来——贺中国共产党90华诞之二明珠再世呈峥嵘由承前启后作证——为中国农工民主党80华诞守望
太阳——辛亥革命百年怀念孙中山先生祝福上海世博歌唱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祝贺上海世博会成功
举行载歌载舞神人画——观摩豫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举办的56个民族人物画展我以童心天天节
日冬天的微笑柳绿海情思心音讨白“都瓦”写在晚年路程圆形魔方读传记有感甘蔗月亮船海恋冬眠为
春钱塘观潮故居断想曾经有过很美的中秋中国当然挺住——悼念5.12大地震死难者扇赠友人并书与老
友别后30年相会心仪“小白菜”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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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童心》

章节摘录

　　周谷城来到大都市的上海，译一些苏联著作或为报刊自由撰稿谋生。不久，他着手创办一份周刊
《正理报》，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刊物撰稿。开始著文批判买办哲学
，并埋头撰写《中国社会之演变》、《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现状》，三本著作相继问世
。他还与许德珩等人士组成社会科学研究会，借此向社会推出I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翻译书籍。　
　在他参与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期间，周谷城积极向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而周边形势则给
他很大压迫，他硬是顶着，在这种形势下，周谷城结识了中山大学一位教授、系主任。此人，想去从
政当官，便邀请周谷城去中山大学顶其职务。周谷城也就应诺去当了社会系主任。他利用学校规定的
、系主任可以自行聘用教授的权力，邀请了几位志同道合教师，在他的领导下，对学生全部采用进步
课程施教。周谷城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轰动了全校师生，声势浩大，影响深远，越出了校园，
引来受淞沪战争影响的100多位上海学生到中山借读听课，竟被广州当局诬为引进共产党，破坏学校。
周谷城说，此时的中山大学变成了“赤色大学”，然而，周谷城的教学方针和内容惹来麻烦，不断收
到恐吓信，甚至直面手枪的威胁。　　在又陷入危难之际，暨南大学的朋友邀请他到该校任教。1933
年，周谷城再次被迫移地从教。在暨南，他教过《比较逻辑学》，教过《世界史》、《世界史学史》
等课程。因为他始终不谕坚持爱国民主理念，同样遭到校内外一些持反动立场教授的诬蔑攻击。说他
是拿着苏俄卢布写《中国通史》，说他的《中国社会史论》里有马克思主义毒素。在暨南大学他更不
言怯退，与反动势力斗争坚持了近10年之久。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国难当头年代，周谷城在重
重危围之中，积极向沦陷区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一直被敌伪势力所监视。在潜赴大后方时，不幸
遭日伪逮捕，在杭州被拘禁了37天，在友人营救下保释。　　1942年，周谷城经陈望道和张志让的介
绍，走进了教学生涯最后一站一一复旦校园。校方原安排周谷城教《中国政治史》，因为他在学生中
宣传抗日救国受到一个反动的系主任竭力反对和阻挠，便转到新闻系教《英文报纸分析》，仍然受到
诽谤和干扰。周谷城毫不畏惧，勇敢地采取各种方式，为民主救国而战。他还分别帮助陶行知、翦伯
赞、侯外庐、邓初民等开办夜大学。被聘为“民主政团同盟”当顾问，参与民主党派工作。帮助陶行
知研究草拟了拥护成立联合政府组织宣言，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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