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父王蘧常年轻时就以孔子

之教人和孟子之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为终身志愿，授业、传道成了

他的生活乐趣，被他视之为天职。

他总想把自己所学完全传给学

生， 让学生不仅有成家立业之本

领， 而且能对国家、 社会多作贡

献，成为栋梁之才。他在讲课时常

常谈到做人之道，而且循循善诱，

言传身教。

“此生诚实 ，其

言可信”

我表弟沈宁在 《与大师谈大

师》 一文中提到了我父亲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件往事：

在做外文局局长的时候 ，范

伯伯发现外文局干部， 特别是业

务干部们， 居住条件差到不堪一

提的地步， 决定想办法为职工解

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盖宿舍房屋，

当然要钱， 外文局是国家事业单

位，每一分钱都是国务院批的。他

给当时国务院主管财经的姚依林

副总理写了一封信， 申请基建资

金。经过打听，获知姚依林副总理

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读书的时

候，曾经是王蘧常先生的学生。范

伯伯高兴了， 马上把自己写给姚

副总理的信， 寄到王蘧常先生那

里， 请求恩师帮助。 六姑父接信

后， 在范伯伯写给姚副总理信头

注了八个字： 此生诚实， 其言可

信。 然后从上海把信寄给北京的

姚依林副总理。 没过几天国务院

就批给外文局 800 万元的基建资

金，盖起两座宿舍楼，解决了许多

干部的住宿问题。

上文中的“范伯伯”是范敬宜

先生（时任国家外文局局长，后又

先后任《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

总编辑），是家父在无锡国专任教

时的学生。 家父是沈宁父亲沈苏

儒先生的表姐夫， 所以沈宁又称

他“六姑父”。

这一事例生动地体现了当年

师生之间的感情。学生十分尊重、

信赖老师，而老师又十分关心、爱

护学生。 “此生诚实，其言可信”，

短短八个字， 却饱含了老师对自

己学生的充分信任。

沈宁也在后文感慨地说：

听完这个故事，我仔细想想，

觉得这件事， 从几个方面证明了

同一个道理。 范伯伯对恩师的尊

敬，虽然毕业 30 年了，仍然有事

就向恩师请教， 并且相信会获得

恩师的帮助。 六姑父对学生的关

怀，凡学生有事相求，必亲自过问

尽力解决。 姚依林副总理对老师

的尊重，他虽贵为副总理，对数十

年前教过他的老师， 还是不敢怠

慢。 何以王蘧常先生对姚依林副

总理保持了那么大的影响力呢？

范伯伯笑着说：你六姑父做老师，

那确实是非常迷人的， 讲课讲得

好，人品也好，一代宗师，凡他教

过一节课， 所有学生对他都一定

是永远尊敬爱戴的， 姚依林副总

理也不会例外。

沈宁所述之事， 在父亲生前

我并未听说过。 但父亲与学生之

间师生情长谊深的事例却是不胜

枚举、历历在目。

与学生之间热

诚相待、倾力相助

父亲对清贫子弟尤为关心 ，

为了使他们能得到学校或私人提

供的助学金与奖学金， 他常常不

顾疲劳奔走于校内校外。 为了帮

助学生毕业后谋职就业， 他又发

函，走访，仆仆风尘，在所不辞。毕

业多年的学生遇到困难来求助，

父亲也一样热诚相待。 他会不顾

自己家庭的拮据而倾囊相助，或

将自己的衣服赠予学生御寒。 学

生遇到委屈或受到运动冲击、迫

害，危难中来向他倾诉、求助，他

都是怀着满腔的同情来劝慰他

们，并尽力给予支持。例如曾任苏

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的秦和鸣是

无锡国专的学生， 因参加共产党

地下活动而多次遭到追捕， 有时

就躲到我们家里来。 乱世中父亲

自己受到冲击， 但他却时时关心

自己的学生，写信鼓励他们“独立

乱流中”。 父亲去世多年后，有的

学生已经 90 多岁，还一再感慨地

对我们说 ：“王老师和王师母待

我，如同我的父母！ ”

而学生们也对父亲十分敬爱

并提供各种帮助。 日寇占领上海

租界后，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

学，父亲为保持民族气节，毅然辞

职离校。当时，由杭州迁到上海租

界的美国教会主办的之江文理学

院也被迫关闭。 父亲一时失去两

个教职， 家中连食粥的生活也难

以维持。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

父亲在交通大学的学生王叔堤设

法在他父亲主持的一家私人银

行———中国商业银行中为我父亲

谋得一个秘书的职务， 虽然那只

是一个挂名职务， 但所得薪水已

能维持我们家的温饱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许多父亲

几十年前教过的学生虽失联多年

却纷纷来寻找看望。 如曲琦先生

在上世纪 40 年代前期曾求教于

父亲， 后赴外地任职并参加地下

工作。 他因工作及政治运动历经

坎坷之故， 与父亲数十年不通音

讯。上世纪 80 年代有一次他到上

海时， 花了一整天时间从外滩横

穿上海走到我家原来的住址附近

到处寻访，终于与父亲重逢，万分

激动。此后，即使他的子侄到上海

出差， 他也都要托他们来看望父

亲，并让他们带上录音机，把谈话

录下来带回去让他聆听， 感情至

深。在曲琦先生的倡议奔走下，经

山东省领导批准，父亲所书“青连

齐鲁”四个大字被刻上了泰山。历

来书家章草，大不过盈寸，而父亲

所书“青连齐鲁”原作每字达两尺

余见方，气骨纵横，古意盎然。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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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心

灵史巨著， 是俄国杰出的民

主主义者赫尔岑用血和泪写

成的回忆录。 赫尔岑是思想

家，也是文学家，曾影响过列

夫·托尔斯泰的写作，影响了

俄国、 欧洲乃至世界上一代

又一代的思想者与革命者。

赫尔岑是作为历史见证

人写他的回忆录的，按照他自

己的说法， 这不是简单的编

年史或大事记； 它有统一的

出发点， 那就是对人民解放

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

会思想的热情探索。 他认为

写作不是作家个人的事情 ，

是整个人类事业的一部分，在

他笔下展现了一个高贵的灵

魂不畏压制与迫害，在历史波

澜中奋勇搏击的历程。

父亲王蘧常的老师和学生
■王兴孙

▲王蘧常书法：安求一时誉 当期千载知。 ▲上世纪 80 年代初王蘧常在家里给学生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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