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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印记》

前言

　　自从班固写《西都赋》提出“愿宾据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以来，怀旧之于人的感情，真
是如影随形，成为拂不去的影子了。　　顾名思义，怀旧当然是留恋旧的事物，旧的生活经历，旧的
所闻所见。一般说来，怀旧是与流光逝去，引起变化而产生的反应，所以杜甫有诗云：“结叹随过隙
，怀旧益沾襟。”　　这种怀旧情绪，不分古今中外，是具有相通的感受的，高尔斯密在《委曲求全
》剧中借哈德卡索之口说：“我爱一切旧的东西——老朋友、旧时代、旧习惯、旧书、陈酿⋯⋯”　
　留恋旧的事物，就是怀旧的思想感情。远在30年代，鲁迅在上海的处境十分艰难，有人劝他出国去
，可是他却以“野人怀土，小草恋山”的感情，婉谢了别人的劝告。　　从古典诗文中看到的怀旧篇
章，大抵带感伤、消极的情绪。特别是对故交零落的感慨。向秀写的《思旧赋》最为深刻感人，以致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引为比喻，反映鸡呜风雨的难堪，反映了“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心理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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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60印记(中国文化名人与上海)(精)》内容简介：上海图书馆文史专家萧斌如女士积数十年研究，辛
勤撰写了50余位名人追忆的往迹，他们都是驰名当代或受国际赞誉的人物。她秉着知人论世的正确观
念，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完成这部特具历史价值的《中国文化名人与上海》。通过全书，可看到当代
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意义，可看到人格、气节的光辉魅力。值得推许的还有全书配置珍贵图片，
更增添了欣赏的审美价值，不论海内外的青年群，只要一卷在手，对中国文化名人就取得深切了解，
就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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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斌如 1934年11月出生，浙江鄞县人952年入中国图书馆工作，1964年起任文献资料组组长，负责中国
现代文献资料整理和编目，计10万余种50万册。主持编纂并出版了馆藏《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多卷
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七卷：编著、合著有《与文化名人同行》《刘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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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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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女寿星的由来夏衍二三事  曹禺和我的一段奇缘 与曹禺的一面之缘  人生采访的旅人热情爽朗话萧乾
华君武的上海不了情八十不老是“小丁”  变幻莫测的黄苗子书法  交往与黄苗子郁风吴祖光的“生正
逢时”听新凤霞谈老舍走进老舍的家与巴金结缘大教育家的家教  师者风骨  贾植芳：“把‘人’字写
得端正些”戈宝权的“万卷书屋”大学问家蔡尚思与楼适夷的“师生”谊  清湛似水 严谨待事虚己待
人话柯灵  记施蛰存先生  施蛰存“打工”记忆顾廷龙先生铭记赵家璧寻访郭沫若的足迹  诗魂冷月  清
阁翰墨香《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之问世许杰与《达夫书简》“醉书”不倦话杜宣张承宗的
文化缘“左联”老人夏征农  为诗人看手相 文化圈里的一位好好先生执著的范泉先生沪上文坛伉俪—
—朱雯与罗洪黄佐临与萧伯纳的师生情于伶的身前身后事阳翰笙的雅量和原则认识凤子杨绛与上海的
情缘关于金克木的点滴民俗学泰斗钟敬文金陵巷访陈白尘秦瘦鸥重睹《秋海棠》“补白大王”郑逸梅
逸事  钱君匋一字值万金 钱君匋的名字由来沈柔坚的客厅关山月的“福痣”尹瘦石与“仰雪斋”周而
复教我写文章战地文学作家刘白羽听姚雪垠谈《李白成》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王任叔晚年遭际初识沙
汀作家马识途听雷洁琼口述“下关事件”君子谦谦赵朴初记爱泼斯坦在文化名人的星空下·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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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信令我感激之余，如服一颗定心丸。时隔半年后，果然于1996年3月，韦韬信守承诺，向“上图
”捐赠了第一批茅公手稿。从此一而再，再而三。他第三次义捐的一批名家手稿中，有巴金、冰心、
夏衍、丁玲、俞平伯、叶圣陶、姚雪垠、周而复等两百多人致茅盾的信函，多达九百余件。当他把这
批信函交予我手中时，郑重相托道：“对于上海，我和父亲同样都怀有深厚的感情，现在大部分东西
都交给你们了，希望你们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是这批书信，要尽快整理出版。它记录了这一代文
化人的情感，对研究他们的思想成就和创作经验有重要史料价值。”韦韬曾在来信中，向我们坦率相
告，上海曾是父亲主要的生活基地，也是他步入文坛事业，并取得了主要成就的地方，所以，父亲与
上海的渊源情感尤为深浓。但目前父亲与上海的有形联系，似乎只有上海图书馆了。他表示“今后将
继续尽我绵薄之力”。此后正如他所言，三次向“上图”捐赠，“现在大部分东西都给你们了”。　
　为答谢韦韬对“上图”的信任，不负其重托，我们手稿馆义不容辞，于1997年秋开始一起着手整理
和编选，担负起这批书信的编辑出版工作。而关于该书的体例如何编排，我与韦韬经多次商议都认为
，何不将他们的互通信函一起入编，编成一本茅盾与友朋的来往书信集？当然，这在当时的编辑手法
中虽属新颖，但要把九百余封信函一一整理遴选，又一一从茅盾信函中寻找，能在时间与内容上一一
与之对应的，这项工程做起来并不轻松。我们往往为一旦“配对”的成功而异常兴奋，有时又为检寻
一天却毫无所获而懊恼不已。手稿的字迹难免有潦草难辨之处，又得查证一阵。其间所费种种精力，
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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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很精致，资料很珍贵，不过没怎么写他们和上海的渊源啊⋯

Page 7



《60印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