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大师的流年碎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学大师的流年碎影》

13位ISBN编号：9787546122977

10位ISBN编号：754612297X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黄山书社

作者：邹士方

页数：25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文学大师的流年碎影》

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因为种种机缘，我与中国许多文学大师有过亲密接触，本书就是这亲密
接触的产物。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那是一个干种矛盾交织的年代
，那是一个争论与辩论的年代，那是一个追寻真理的年代，那是一个崇尚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是一个
希望的年代，那是一个纯朴的年代⋯⋯    那时，噩梦醒来是早晨，文学大师们由“鬼”变成人，从“
地下”走到“地上”，从“幕后”走到“台前”。他们身上背负着过去的阴影，心中还镌刻着痛苦的
烙印。有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大多数则面向未来，引吭高歌，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焕发出空前的创造力。但荆棘并没有完全铲除，道路并非那么平坦，文学大师们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
艰难地前行。    那时，我以一个后生小子的身份做时代忠实的记录员，记下文学大师们的音容笑貌，
言谈举止，隽永的警句，闪光的思想，反思与反省，喜悦与苦恼，前进与困顿，以及他们的性格习惯
，人际交往，饮食起居，种种生活细节。我不知道我记述下的这些是否能折射出一个大变革时代的本
质特征，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    本书中有不少篇章是关于文学大师们私人谈话和私人聚会的记录，
这就使得本书具有相当的私密性。文学大师们的坦白和直率跃然纸上，赤裸的童心血肉丰满。    虽然
文学大师们性格各异，风度不一，但他们身上却有一些共同之处：一是真诚；二是虚怀若谷；三是事
必躬亲；四是放下身段，与人平等；五是对晚生后辈无私提携和帮助；六是君子之风，待人接物，礼
数周到；七是不计报酬。现在号称大师的人，有几人能做到？    那时的大师，你写信，他一定亲笔回
信；你突然造访，他不会把你拒之门外，而是热情接谈；你寄他照片，他会回赠他的签名本著作；你
为他出点力，他一定尽力回报你。交往时间长了，大师会视你为心腹。你尊他为师，他视你为友。他
与你谈话，毫无避讳，把内心深处最隐秘的话吐露于你。有的话他对家人都不曾说过。    现在号称大
师的人，你写信，他不回；你寄照片他不理；你打电话，他挂机；你求见，他躲起来。即使你与他约
定了时间会面，他也会临时爽约，过后不脸红。    现在号称大师的人和一些准大师的人，在人格人品
上与20世纪真正的大师相比，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大9币远去，大师不再！    谨以此书献给我
尊崇的文学大师们，你们离去的背影都是那么美丽！值得我们去仰望，去追怀！    邹士方    2011年8
月6日于北京藏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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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因为种种机缘，作者与中国许多学术、艺术大师有过亲密接触。作者以
一个惓惓后生的身份，用谦恭的文字和泛黄的信札、题词记下大师们的隽永话语和闪光思想，记下这
些宗师巨匠在奉献国家以及提携传承人上的竭诚努力。作者用亲手拍摄的照片印下文学大师们的音容
笑貌，他们的喜悦和苦恼，他们的和蔼和严谨，他们的携手和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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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士方，知名美学家、作家、艺术评论家、画家、摄影家。共和国同龄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师
从美学大师朱光潜、宗白华，美学家杨辛、叶朗教授。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朱光潜、宗白华研究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之一。曾任《民主》杂志副主编、《中国画廊》杂志副总编辑。
冰心、季羡林、端木蕻良、吴祖光、常任侠、李泽厚、蒋孔阳、管桦、蒋星煜、赵清阁、郁风、张允
和、吴小如、刘章对其著作均有较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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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叶老手拉着巴金的手，一直送他到走廊中，两人久久地握手惜别。巴金向前走去，又几次依依不舍地
返回来向叶老道别。叶圣老目送巴金走到走廊拐角处。巴金回过身来，久久地挥动着手臂。当1983年
初我第一次去见胡风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极其酸楚的。他在客厅里见我，秃顶微胖，额头很大，表
情麻木，话也很少，长期的牢狱生活使他丧失了生命的活力。1986年12月初，张充和从美国回到北京
，参加纪念汤显祖的活动，并且还客串昆曲《游园惊梦》。卞曾欣然前往剧场观赏。舞台上的张充和
还是那么风韵不减当年，观众席上的卞之琳还是那么痴痴地凝望。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当我忐忑不
安地叩响钱先生寓所的门铃时，一个高亮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来了！”随之门被打开，一个在心
目中已很熟悉却又陌生的钱先生出现在眼前：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身驼色中式裤褂；眼镜片后机
敏的双眸闪着探寻的目光，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一副乐观、大度、潇洒、睿智的样子。采访结束后
，我与他交换了名片，他的名片上印的名字是陈文统，我请他在名片上签写了梁羽生三字，这成为我
的特色收藏。独立的奇树与大师接触的机会多了，自己也扎堆进去了，不是因为我成为大师，而是因
为认识了更多的大师。于是，我这颗幼苗就有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可能。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我
希望把这些幸运带给每一个人，我会把与那个奔腾的年代的大师点滴分享给每一个人。继冰心之后，
我又有幸认识沈从文，并走近他。记得，自1985年3月我陪同巴金先生拜访沈从文先生后，多年没有见
到沈老。期间听说沈老因病几次住院，又听说他迁进了新居，享受到副部长级的待遇，我心底暗暗祝
福他健康！沈老的新居我只去过一次，那是前年冬天去看望他夫人的妹妹-美籍华人作家、昆曲家张充
和女士。那时沈老正在住院，当然无缘相见。后来听说沈老已经康复，但又听说他杜门谢客，于是我
就请沈老夫人的姐姐，昆曲家张允和前辈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1988年1月28日上午，我来到沈老的新
居-崇文门附近的高层公寓。虽说近三年未见，沈老的夫人张兆和还记得我，她看到姐姐允和的介绍信
，连连点头。她把我让到客厅，沈老正坐在藤椅上，精神甚好。他还是三年前印象中的那一副谦和大
度、平易慈爱的神情，只是显得瘦了许多。我自报了姓名，并提起三年前陪同巴老访见他的事，他面
露微笑，频频点头。我说：“沈老，您好像瘦了。”兆和说：“他过去那一阵子不是真胖，是浮肿，
现在脸上、身上的浮肿都消除了，所以看起来瘦了。”我环顾着这间客厅，东墙上悬挂着沈老写给兆
和的一首宋诗和黄永玉的一幅作品，南面的书柜里是大陆出版的12卷本的《沈从文集》和5卷本的《沈
从文选集》，台湾出版的《沈从文选集》《联合文学·沈从文专号》，以及沈老的著作《中国古代服
饰研究》，此外还有他的孙女沈红为他画的两幅速写像。书柜上有香港摄影家为他拍摄的两张彩色照
片，还有前几年的一些作品。沈老这时想起了我们相遇的年月，就问起许多熟人的情况。他问到徐盈
，我说最近他住院了，他的夫人子冈刚过世了。他又问到贺捷生（贺龙的女儿），我说她已经调走了
。他又问我关于易礼容（俞平伯的女婿）和贺麟（哲学家），我说他们都很好，尤其是易老参加活动
很积极，记忆力十分好。他告诉我，唐生明（沈老的湖南同乡、唐生智的弟弟）故去了。后来，他又
同我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吕德申。沈老感慨地说：“都老了！”这使我记起他曾说过的话：“我和
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我注视着他那银白的头发和红润的面庞，陷入沉思，不禁自问道：
他真的衰老了吗？可是他的听觉还那么好，记忆力也令人吃惊⋯⋯兆和告诉我：许多熟人的名字我记
不得了，他会脱口而出；某年某月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他都能回忆起他们的名字。尤其对历史文物方
面记得更清楚，他的助手遇到疑难问题来询问他，他会给以十分准确的答复，甚至有些资料出自哪部
书哪一页，他都记得十分清晰。前些日子他只能看看大字《参考》，现在也能看点书刊，但不能太多
。我问兆和：“您的身体还好吧？”她回答：“我喉头的淋巴结发现肿块，而且又患有胆结石，西医
让我动手术，我家里事情多得不得了，哪里能去？后来中医给我开了汤药，说是可以消的。我最怕吃
汤药，现在也得吃。三个月以后看效果。”她又说：“现在找他的人倒不多，因为知道他一直病着。
记者采访，电视台来录像，我一般都加以谢绝。但来信，寄文稿请他提意见，请他题字的还是源源不
断的，我要回信。过去在《人民文学》当编辑时，最怕写信，现在仍然要写。有时来信多了，又怕丢
失。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同文艺界联系很少。这不，湖南吉首大学创办一本《沈从文研究》，让黄永玉
设计封面，让他题字，他现在根本写不了字。黄永玉到处跑，抓不到。来，我现在再给他打个电话。
”我知道，画家黄永玉是沈老的表侄儿。说着，她接通了电话，恰好黄永玉在家。她放下听筒后，对
沈老说：“这件事总算有了着落，永玉已答应了。最近他的女儿黑妮结婚了。”我说：“黑妮好像在
国外，是否还画画？”“在意大利，学美术。”“永玉还有个儿子叫黑蛮呢？”“早结婚了。”兆和
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我家这个电话有毛病，我们这里讲话，对方老说听不清，请人修，说，电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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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换了。其实我家这部电话机才装上两个月就不好使。”我向兆和提出为沈老照几张相，兆和说：“
我得跟他商量一下，他自从病了以后，不愿意照相，也很久没照了。”兆和同沈老商量，他先是不肯
。兆和说：“你再同他商量商量！”沈老听完我的话说：“我这么丑，谢谢你，不照了吧！”“您既
不丑也不老，特别精神。我给您照了，不发表，留作资料。”“那也是丑的资料。”在我的一再请求
下，他终于应允了。于是我十分迅速地为他拍了几张照片，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一边照，一边听
沈老对我说：“照侧面，侧面还好。”我迅速抓住几个镜头，狂拍一阵。当时虽说不是一流的摄影师
，但我敢说我是最幸运的摄影师，抓住了最伟大的瞬间。拍完后，兆和对我说：“他还真对你不错，
一般人他根本不让照。而且他今天精神特别好，眼睛也睁得挺大。往日他10点半就要睡觉了，今天他
好像并不困。”这时中国作协书记处葛洛、《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崔道怡、中国作协创联部周嘉华
三人来看望沈老，我起身告辞。回到家，意犹未尽，我连忙找出我的纪念册，赏味着沈老三年前给我
的题词：“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记得他告诉我，这是陶渊明的诗句。沈老，您不就是一株独
立的奇树吗？您的作品，您的人格，在海内外掀起的“沈从文热”中，青春常在，永不衰老。夕阳沉
下去了，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但是，那些流逝的光景再也找不回来了。如今我只能对着昔日故人的照
片，独自叹息了。每当我看沈老的这一组照片，总能想起他说的“照侧面，侧面还好”这句话，感觉
大师有趣极了。任凭我绞尽脑汁刻画这些场面，都已随着时光的流逝渐行渐远，昔人已远去，只有文
字依然熟悉。我想，这也算是雕刻自己的人生吧。生活还在继续，故事还在讲述，只是要对大师说句
，别了，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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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士方的作品的特点和风格是：文笔流畅，清新自然，不事雕琢，感情真挚，蕴藏着一种内在的、诗意
的美。他的笔不仅能精确地传达出人物的思想和语言，而且能将他们的性格和气质表现出来。做到这
点很不容易。——文学大师吴祖光内容丰富，文笔流利，所记人物事迹，图片手迹，均极有史料价值
。——著名作家柯灵士方的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应该引起重视。——著名学者常任侠
难得如阁下这样一位学识多方面而又精力充沛的人物，在加上工作环境特有的机遇，才能捞到如许丰
富多彩的人海珠贝。——著名美术家郁风这些都是世上难得的有历史价值的散文作品，你的见闻之广
使我羡慕。大作实在令人兴奋、喜悦。请设想，当有些人用冗长枯燥，或华丽、绮丽、典雅的俗艳词
藻写纪实性散文，或是在你耳边轰响着豪言壮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严肃深沉而聪明的人，用朴素简
练自然和充满哲学思想的语言，概括、提炼、凝聚历史以及现实生活中最有价值最本质的东西，把你
带进新奇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如同到花园的浓荫中，你将会怎样呢？在邹士方的这些纪实散文里，
我们看出他有意地进行抽象思考，表现了他对哲学概念所感到的兴趣，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中华民族文
化继承的关注。主要的篇章是在一些社会运动的转瞬即逝的插曲里，抓住了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美学
价值的思想。朴素和内容的和谐、真实，绝对的真实，一篇篇如同画家用坚实而挥洒自如的笔，写成
如画的素描，这是邹士方纪实文学的最显著的特色。——著名作家管桦我觉得书中的文章酷似那些摄
影名作，都捕捉到了对方一霎那之间的特有的性格特征或习惯动作，因而留给读者以难忘的印象。—
—著名学者蒋星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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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大师的流年碎影》首度公开茅盾、冰心、沈从文、巴金、叶圣陶、丁玲、艾青、臧克家、曹禺
、周扬、夏衍、季羡林、廖沫沙、卞之琳、萧乾、沙汀、吴组缃、梁羽生等的绝密照片和罕见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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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些大师们的文字总是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充斥其中，让读者受益，这样也是不错的，给书赋予
了更多的价值。
2、他们也是平凡人，有着平凡人的双眼和见闻，只是他们有一双不平凡的手，将他们的见闻以文字
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眼中的世界。同样一个世界，却因为角度的不同，有着看不到的色
彩与光芒⋯⋯
3、很多书，塑造的大师都是高大全，接近完美，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与大师遥不可
及的距离。这本书不一样。在书中大师生活在尘世间，食人间烟火，与普通人一样爱恨情仇。
4、爸爸生日，一直不知道买什么礼物给他好。不经意间看到这本书，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大师们已经远去了，还留下什么给我们？我想知道，爸爸比我更想知道。他很喜欢这本书作礼物，我
也很高兴。
5、书中文怀沙说：“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个叫生离，一个叫死别。这些年来，生离死
别这种经验太多了，但是我还没有失去敏感。我不止爱过一个女人，不会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从一
而终，但是我每次都爱得很真诚。这个事情可对知者道，难对俗人言也。”有些故事，大师也有过，
他们全然不像我们想的不食人间烟火，而且那样热切地爱着这个世界。
6、大师的经典会流芳百世，那些没有见过阳光的未必不是好样儿的，阳光总在风雨后，那一片淡然
处世的文字，很有味道~
7、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字，又不是那些人，又重新组合了那些字⋯⋯我看到的hi不一样的东西，只
觉得笔尖处引人深思。
8、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很伤感。一来，我是学文学的，对文学和创作文学的大师都很热爱；二来，
大师不常有。尤其是五四时期，以及五四时期走出来的大师。
   但是读完，反观当下，也许，大师并不是不常在，而是在此时此刻，我们缺少发现大师的眼睛。 “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期待有一本新书，写“大师的当下生活”。
9、即使是未曾面世的手稿，依然觉得这些文字是十分有讲究的，大师就是大师，不一样啊，汗~我没
有个人崇拜哈，嘿嘿~
10、在书中看到写红学大师周汝昌的部分，有些感动。“我没有娱乐，没有休息，工作是我生活的一
切。我没有星期天。”想来大师是这样炼成的，他们也是很辛苦的。
11、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也曾经历过，只是我们没有说，就仿佛它不曾存在过，就像生命，有些人可能
在生命消逝时候还有人不知道它的存在，关于物质与意识，一直没谁说得清，我们看到的，只是眼前
被挖出来的。
12、现在有些人写东西喜欢附庸风雅，于是以前那些大师的文字风格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们的东西，实
施山，只有自己发扬自己的文字风格，才有可能让自己成为大师！
13、买了一本，先评论后看，大师的作品，差不了啦~更何况相当于精品集~
14、文学大师，有图片，不错！值得珍藏
15、我只是喜欢看书而已，看书使人进步⋯⋯额，貌似篡改了，不过也没说错，呵呵。
16、看到沈从文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的想起翠翠，单纯的翠翠，善良的翠翠，只是命运，为什么都由
他们的笔杆子操纵，如果不平，那就自己拿住笔杆子！
17、之所以买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是照片，我信得过~但是现代新力军里面有水能够接棒再战江湖？期
待！
18、可能是因为塑封的缘故，这本书真的比我想象中拿到手里干净了许多，翻开书页，看着那些照片
，感动了居然，我泪⋯⋯怎么能有这么一个心情捏？好吧，写的不愧是大师。
19、如果人生真如黄粱一梦，不知道那些大师在何处醒来，看一切空明遁世，只愿人间美好。
20、都说岁月无情，而文字的传承却是永恒。有多少东西被遗忘，有多少东西没掩埋，能留下的，能
被人记住的不一定是大家觉得最好的，却一定是大家印象最深的，口耳相传，一代更比一代强。希望
后继有力！
21、人生匆匆，总有些自己的小角落，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那些流年一楼的碎影在一旁荡漾，给人的
感觉是有些淡淡的失落，却又有些得到安慰似地饱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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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们生活的年代似乎已经没有大师了，只有在书里面才能隐约见到大师的影子。幸好这本书里不
只是大师的影子，是大师们真实的面容。那些大师的话语，那种透落着历史光坏的摄影照片⋯⋯
23、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个英语角，其实学习中国的文化应该也设一个文学角落的好。有时候大家总觉
得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要学新的，却忘记，不讲自己的抱紧迟早有一天被人抢走！
24、看到那些名字在数的封面上显现，我就想起来小时候的教科书，那段岁月现在想起来居然是无比
的温馨，看到他们的文字感觉回到了童年。
25、看书觉得品像真好~
26、黑白照片有一种历史的味道，仿佛尘封多年，需要细细去品，可惜不是酒，于是尝不到味道，只
能闭上双眼在脑中自己思考。
27、朋友送的，一本《文学大师》另一本是《艺术大师》，只把《文学大师》翻了一遍，里面的照片
好珍贵啊，别的书里都没见过。
28、不仅仅是文字，还有他们的那些照片，很久没有感受黑白照片人物后面的笑容，虽然没有色彩，
却依旧温暖。
29、好文要支持，支持支持在支持，大师给力！
30、花了两天读完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啊，书里面的插图也很好。收藏了！
31、其实总说全集全集的，哪儿有真正的全集，最好一本一本的收藏才比较保险。而且全集系列盗版
居多吧。
32、我们不曾真正感受过那些时代，只能从这些大师的笔触去接触，去臆想那些风情。
33、这本书用轻松的笔调，给我们写富有风趣和诗意的短文。主要的篇章是名家在一些社会运动的转
瞬即逝的插曲里，幸好作者抓住了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的思想。内容朴素、和谐、真实。一
篇篇如同画家用坚实而挥洒自如的笔，写成如画的素描。
34、书中有一些大师的亲笔书信，看到感觉很亲切，有些字工整，有些活泼，非常丰富呀。
35、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一手图片，摄影的技巧和人物的形象都表达的很好，值得收藏。
36、大师也有他们的性感，在文字，在相片，总有一些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深埋其中，就看细心的人
能不能找出来而已。
37、在书店见过，貌似一个系列的，可以成套买来送客户，很有档次滴！书中讲述的这些视之如宝玉
的文坛故事，都是作者亲历或亲闻，内容丰富，文笔流利，既有趣味性，又有史料价值。
38、哇塞赛，前一段时间刚看完梁老师的《红色惊悸》和《尾巴》，现在又有私家手稿，上天，你实
在是太厚待我了，哦哈哈哈哈哈哈⋯⋯得瑟~
39、手感真不错，封面也确实有流年碎影的感觉，名副其实~
40、以前读书，书上说“读书人应当爱惜自己的羽毛”。那时候不懂何为羽毛。在这个大师逐渐远去
的时代，读《文学大师的流年碎影》，似乎懂得何为羽毛。这本书给了我很深的思考。很感谢作者。
41、作者的见解常有不凡之处，其文字也灵活自如，少有学究气，是研读中国文艺史难得的辅助读物
。也可以当作休闲读物，增长见闻。另，很喜欢书中收录的几篇很有见地的文字。
42、家里收藏了很多类似的书，但是都是大家常见的，所以这个有亲历亲闻还有一些私家手稿的书必
须买啊
43、其实我看的名人名家的书不多，但是吧，这几本书中写的几位确实是早有耳闻，甚至在幼年的教
科书上都能看到他们的名字，用句调皮的话说：久仰~

其实我从这部开始阅读，然后再看他们之前的，也许能好看出更多的不同哦~
44、在书中的这些名人故事散文里，我们看出作者的思考，表现了他对生命和成长的关注。深有启发
，受益匪浅。
45、书的感觉是很不错的，只有觉得这些熟悉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书面上觉得无比的亲切，他们的名
字就像一个时代的印记，让无数人牢牢记住。
46、里面的文字确实之前见得不多，不过一贯的引人深思，希望读者都能有一定感悟才好。
47、这个标题居然觉得有点儿好笑，岁月果然不知愁，高了河床，白了青丝，当沧海桑田之后，我们
能看到的只是他们的文字，而物事已然全非⋯⋯
48、那些珍贵的照片在手里抚摸着，在颤抖着，仿佛它在自己的指尖颤抖着。这些文字图片记载的它
们自己的历史，在薄薄的纸片上演绎着他们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即使在黑白中依然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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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看到了文学大师的睿智，体会大师的人生历程。
50、看了这本书，读了大师的一些事，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没有大师。除了感慨，什么都没有。
51、&amp;#34;现下的社会，似乎少了些什么东西，一大堆社会问题暴露在眼前，文学大多不是无病呻
吟就是偏激过度，学术大多都是滥竽充数，人们似乎都被物质蒙蔽了双眼。许多人永远总是感到迷茫
。 
因为这些原因，我翻开了这本书。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国难当头，物质匮乏的年代，人
们顾着保命还来不及，为什么还是涌现了那么多的名人贤士，他们是如何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做出那
么多的学术研究，文学著作？疾病、战争的折磨为何不会磨平他们的意志和信仰？ 
52、能把这些大师的手稿照片收集成书也是一个技术活儿，辛苦啦~
53、看不穿的那些年代总有些碎影留下，好给后人一些探究的目光与欣赏，只要前行，总有方向。
54、写人物访问记，我觉得应有两大前提。一是被访问者或由于知名度高，或由于他有特殊事迹，这
才够得上是“名人故事”；二是访问记要写得有特色，对读者有吸引力，即所谓可读性。这两样，我
看这本书基本上是做到了。
谈到对读者有吸引力，其实并不容易。有人爱从标题上下功夫，有人则以珍闻秘事作为诱饵。这两者
我认为都不足取。有了耸人听闻的标题而文章本身空洞，读者会感到失望**；看似珍闻秘事而实际上
没有文献价值，读者看过也就算了，不会铭记于心。
而这本书之所以可取，有三个地方的长处。第一，所写皆第一手材料，第二文章短小而流畅，第三不
因事过境迁而使内容失去时效。
55、书中看到大师们的品格，让人不由得尊敬，这个时代缺少大师，也没有大师的土壤。
56、我们总能从资历行间找到当时社会的一些影子，同时感悟现在神火的影子，人或许是同一个，但
是影子，已由笔直变得佝偻，时光不等人啊！
57、书的感觉就是这样，看到一种光。书里面的大师几乎都已经辞世，我们再等不到他们的新作品问
世，于是，只能翻着书本看着从前的章节。但是，当这本流年碎影打开的时候，那些熟悉的文字，那
些黑白的照片，五一不告诉我们，他们依然还在，不过换了另外一种形式长存。
58、见多了现在PS的照片，猛然间翻到很黑白照片，感觉那么好，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年代。
59、我们没有红枣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记忆终将随时光淡去。所以说，文字是个好东西，传承下来糟
粕，踢掉那些不好的慢慢让人淡忘的，这些人，活在现代的我们都知道，喜欢的是那种恣意的恬淡，
文字里面有他们的倾诉低吟。
60、数的封面设计的真好，特别有味道，看着就觉得舒坦。
61、大师离我们越来越远，只能通过别人的记载来了解，这本书无疑是首选。
62、大师性格各异，风度不一，但是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之处：一是真诚；二是虚怀若谷；三是事必
躬亲；四是放下身段；五是对晚生后辈无私提携和帮助；六是君子之风，待人接物，礼数周到；七是
不计报酬。
63、朋友买了一本放在桌上，忍不住就拿来翻了翻，很久没有看这样让人沉静下来的东西了，仿佛适
应了喧嚣，再看这些，更觉得一阵清凉。
64、这么多名人大师，还不痛快？？？！！！给力。
65、数的封面是很习惯的样子，真有那么一番流年碎影的模样，很赏心悦目。
66、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首度公开的，比如他们的私家照片啊，还有一些很难得见着的手稿什么的，
他们的兴趣爱好都表现在这些文字照片里面 ，十分的让人兴奋。
67、我看按那些照片，看那些文字，如流水从身边走过 ，伸出脚尖沾了一下，冰凉舒爽，却觉得欣慰
。
68、就是纯粹为看书而买书的，不过大师的质量比较有保证多一些。
69、邹士方不但是作家，也是位摄影家。我很欣赏书前面的两幅摄影。一幅是《思》，朱光潜坐在花
前的藤椅上，右手握着烟斗，眼睛凝视着天空远处，老人家在思考什么呢？另一幅是《宗白华在北大
未名湖畔》，穿着棉衣，戴着围巾，携了手杖，踏着杈丫的树枝投影，向前方走去，表现出老人家不
畏风寒，永不退缩的治学精神。
70、如果说时间如流水匆匆而过，那么在不同的地狱总有不同的宽度，比如，长江九曲回肠照样有十
分宽阔的江面。每个人的人生就那么长，如何在不同阶段拓宽人生的宽度呢，需要用实力去做到。
71、读这本书，像喝一杯清茶，沁人脾腑。是散文，是诗，也是淡墨画。写人物，在平凡中见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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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事上见品格。没有浓妆艳抹、矫揉造作。天然去雕饰，正是作者的笔风。
72、很喜欢摸起来的手感还有整体的视觉效果，当然，大师们的文字照片绝对为之加分。
73、此书中有很多茅盾、巴金、曹禺、冰心、沈从文等大师的秘密照片和手入稿，让我们近距离地了
解大师。
74、有些年代回不去了，却依旧有东西流传下来，人或者物，承载着它的历史，匆匆流过，其实，真
正能到自己手中并吸收的不多，也许，只有自己超越，才不会讲别人的奉若珍宝。
75、其实这是一本中国文化史的拾遗，值得珍藏。
76、亲历、亲闻、自摄、自藏，就这么四个词语，已经很足够来吸引我。文学大师的流年碎影——这
个名字就如一抹清泉，从心尖尖上流淌而过，除了凉爽还有着它的肆意自在，那种抛弃了的坦荡。如
夕阳下随眠的波光，零碎儿耀眼。

书的内文一直是我，尤其还是那些尘封已久的私密照与那些不曾面世的手稿，就想极具诱惑力的大餐
等着人去饕餮一顿。问责文矣，赏，则赏矣。
77、翻书的感觉很好，觉得好像得到了某种久违的满足感。
78、都说“书”途同归，咱们一起同归就好，(*^__^*) 嘻嘻⋯⋯
79、大师也是平凡人，也会生老病死，不是神话中的仙人一般千古不变，突然想起一句话，有些人死
了，却好或者，游戏人活着，却已经死了。人生的定义本来就不是局限在一呼一吸之间，还有很多可
以让它长存的东西比如人们的心⋯⋯
80、内容很丰富的说~很不赖！
81、其实能看到那些未曾曝光的稿子已经很兴奋了，还有私家照片，无比激动。那些灰色的画面，年
轮在他们脸上留下痕迹，文字的生命力反而一下子彰显出来，能持久地生长着⋯⋯
82、拿到的时候有塑料纸包的好好的，里面的纸张印着那些照片，有点儿涩涩的，但是还是觉得有那
些该有的沉淀在里面，虽不厚，亦不薄。
83、封面的感觉有有一种岁月的沉淀，依稀记得他们不是这个样子的，却依旧能看到身上的光辉，喜
欢。
84、岁月的流逝是生命曾经走过，那些虚的感动在你生命的某个时刻有过停留，你或抓住成就一代大
师，或让其溜走成为普通人。其实大家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却在属于自己的不平凡中放射属于自己的
光彩。
85、那种厚沉只让人觉得有种充实的感觉，意味非常，很好⋯⋯
86、岁月无痕，亦是无情，但在无情的岁月里，总有那么几个人留下曾经来过的痕迹，他们，是中国
一代大师，给他们一代以及下一代或许还有下下一代不可磨灭的印记，有些东西的留下并不需要理由
。
87、一直喜欢叶圣陶老先生，当然，同样喜欢他的孙女，叶子。童年的教科书上，看到他的名字出现
是总是莫名的带一些惊喜。他的文字从来都是淡淡地，温暖的，感觉充满了阳光。是我特别喜欢的意
味作家之一。看到书里面的那张照片，我忍不住抚了上去，其实，不是没有那样多的感动，只是当一
切归于平静，平静的温暖，平静的祥和。
88、虽然我不是每一位大师的作品都 看过，但是每一位大师的大名也是听过的，所以看到他们的私稿
很激动。
89、我觉得书中的插图酷似那些摄影名作，都捕捉到了对方一霎那之间的特有的性格特征或习惯动作
，因而留给读者以难忘的印象。
90、诚然，人间悲或喜我们无法左右世事的变迁，但是把握好自己，把握好想瘦身或的每一天，让自
己为自己勾起一抹微笑的弧度。赏心乐事谁家院~只看着文学大师的流年碎影，也是别样的恣意⋯⋯
91、站在这里，跟随他们的脚步，就这样一直走着，貌似前任的个子太高，虽然是引路，同时挡住了
光芒，期待一位巨人，真正的能闯出一片天空。
92、读完《文学大师的流年碎影》，对邹士方先生广博深厚的历史知识、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和严谨
细密的治史态度感到由衷的佩服，起而拍案叫绝，因而读其另一本《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也就成为
心中迫切的期待，进而成为一种必然。 
文人的趣闻逸事是文人历史中必不可少的佐料。文人自然有故事，从古至今无不如此，这本书中也自
然缺不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冰心的绝密信，如老舍与赵清阁同居，陷入热恋之中不能自拔⋯⋯凡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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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一而足，既让我们知晓了历史，也不由得为之一笑，让阅读过程变得轻松而自然。
93、很喜欢的文字，还有那些大师们创造的经典留在这里。
94、模样跟记忆中有些许的变化，却改变不了心中对他们的尊敬，他们是前辈，是我们获得知识路上
的助力，对于他们，只想问：“你们还好吗？”
95、不曾经历的岁月，感受不到它的风云变幻，只能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窥得一角衣摆。这本书里面
有亲闻、亲历、有自摄，还原很多不曾听闻的文坛乐事。这是用文字与图片集在的我们看不到的大师
风采，有着别样的光辉⋯⋯
96、书拿到手，好漂亮，装帧真好，收藏之。哈哈
97、这些都是世上难得的有历史价值的散文作品，作者的见闻之广使我羡慕。
98、我记得以前在教科书上看到他们的时候觉得很精神，而今垂垂老矣只觉得有些悲凉。时光荏苒，
总有些东西要随之逝去，但愿大家都能留下自己想要的美好。
99、好书就像好茶，要品，要细细的品，慢慢的赏，悠悠的读。中国文坛貌似还没有能与这帮大师们
匹敌的地量，也只有他们的书才真正能让人有品的想法。
100、跟以前读这些大师的作品时心里的想法变了，不知道是时间变了人，还是人变了心境。
101、看到冰心的名字有点儿难受，后代真的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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