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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气过人 豪气干云
———记林东海先生

高克勤

在当代中国出版界， 尤其

是在文史类专业出版社， 有不

少集作家 （诗人 ）、学者于一身

的编辑，他们才华横溢，个性鲜

明，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出色，策

划编辑出版了许多好书； 而且

能够在繁杂的编辑工作之余从

事创作和研究，著作等身。我工

作所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有

这样的前辈 ， 如何满子先生

（1919-2009）。 以我有限的见

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审林

东海先生 （1937-2020）也称得

上是这样一位前辈。

林东海先生，福建南安人。

1962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

毕业后， 从刘大杰教授读研究

生，习研中古文学史。 1965 年

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文联中国

音乐家协会工作。 1972 年调入

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

作，曾任总编辑助理、古典文学

编辑部（后来称“古籍文学编辑

室”）主任。与他熟识的人，无不

赞叹他的才气和豪气。 先说林

先生的才气。他学养深厚、文思

敏捷，著述繁富且精品迭出。从

1981 年出版处女作 《诗法举

隅》后，40 年间出版有《古诗哲

理》《诗人李白》(日文版)、《太白

游踪探胜》《江河行———揽胜诗

草》《师友风谊 》《清风吟萃 》等

著作，以及《李白诗选》《唐人律

诗精华》《南社诗选》（与宋红合

作 ）等作品选注 20 余种 ，发表

其他诗文 200 余篇，尚有《李白

游踪考察记》（初稿 60 余万字）

待刊。

成于枕上 、赋
于舟车，诗书俱佳

以作诗而论。 他的旧体诗

自选集《清风吟萃》所收 380 余

首，是从现存的 1000 余首诗中

选录出来的 。 上世纪 80 年代

初， 他为编撰中日合作出版的

《诗人李白》， 花了一年多时间

实地考察李白游踪， 涉及长江

和黄河流域的河北 、 四川 、湖

北、湖南、江西 、安徽 、江苏 、浙

江、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和天

津等 13 个省市，途中吟成 260

余首诗，有时一天作诗三四首，

“收拾风物，尽入诗囊”（朱东润

评语）。他从中选录 160 余首成

《江河行———揽胜诗草》 一书。

这些成于枕上、 赋于舟车的诗

作，正见出林东海的捷才。复旦

大学陈允吉教授评曰：“蹑踪太

白 ，考赜遗存 ，涉类稽疑 ，牵缘

结韵。坐啸楼头，念孤云问其何

去； 踏歌潭岸， 眷红雨邀其复

来。 察量实地，辟探汲之途径；

印证原篇，甄文明之载体。至于

摩石梁 ，写庐阜 ，图剡溪 ，状秋

浦，造其境而江山助，虚其膺而

景象垂。又岂止曲昭形貌，齐挈

精审而乃已；又足称方轨前修，

仪型继进者也 。 ”（《清风吟萃

序 》）陈允吉还称其诗 “乃学人

诗也， 故思理邈绵； 亦才士诗

也，故慧锋颖脱”。

以著作而论。 《诗法举隅》

是他据本科毕业论文 《古典诗

歌艺术技法试论 》 扩展而成 ，

约十万言。 所举诗法有以少总

多 、以小见大 、超越时空 、夸不

失真 、化虚为实 、以幻写真 、正

反对比 、反入正出 、众宾拱主 、

宛转曲达 、巧比妙喻 、视听通

感 、化静为动 、以动写静 、乐景

写哀 、兴法起结等 。 他的老师

朱东润序评曰 ： “东海所举的

诗法 ，既详且尽 ，其实不是一

隅了。 ”是书深入浅出，得诗法

之精髓 ，出版后风靡一时 。 作

为一个青年学子的毕业论文 ，

能达到这样的水准是很不错

了 ，足见青年林东海之好学深

思、出手不凡。

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

辑出版工作后， 林东海更是一

展才华，大显身手。人民文学出

版社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

集结了一批合作家 （诗人）、学

者于一身的编辑， 古籍文学编

辑部就有聂绀弩、陈迩冬、周汝

昌等名家。 林东海由于学养深

厚， 又能书善诗， 为同事所称

赞，为作者所尊重，策划组稿都

很有成就，很快就脱颖而出。如

选编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

辑》与俞平伯、启功等有翰墨往

来，约朱东润《杜甫叙论》书稿，

责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余冠英

主编《唐诗选》等。他的《师友风

谊》 一书就记录了他与前辈师

长包括老师、同事和作者 28 人

的交往经过， 故是书副标题为

“文林廿八宿”。 河南社科院葛

景春有诗赞曰：“遍走三千谪仙

路，活勾廿八大师魂。唐碑晋帖

龙蛇字 ， 麟角凤毛奇秀文 。 ”

（《读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赠林

东海先生》）

林东海诗书俱佳。 启功先

生昔年曾集句为联书赠林东

海：“思误书更是一适， 分才艺

足了十人。 ” 其书法出于王羲

之， 早年有王字风神而更为瘦

劲， 晚年游走于王字和汉隶之

间而更添浑厚。 他曾手书其诗

《登南岳祝融峰绝顶》赠我。 诗

曰：“绝壁飞车上祝融， 云端帝

殿立天风。披襟放眼观三界，拂

袖俯身按五峰。 绿水潆洄罗九

折，青山层叠浪千重。不闻方外

神仙语，倾耳涛声度劲松。 ”其

诗其书俱称妙品。

两次进行李白
游踪的全程考察

次说林先生的豪气。 林东

海推崇李白， 不仅研究李白及

其作品，撰写李白传记，选注李

白诗歌，而且还寻觅李白游踪，

曾两次进行李白游踪的全程考

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古有

魏万江东追踪李白的胜事 ，但

全面考察李白游踪却是前无古

人的事。 他的第一次考察是在

1981 年 ，为时一年多 ，搜集并

拍摄了大量可资参考的材料和

图片，成果除了《诗人李白》(?

文版)、《江河行———揽胜诗草》

外，还有《太白游踪探胜》一书。

这本书选录 200 余幅图片 ，夹

叙夹议，他的老师王运熙序称：

“这种图文并茂的著作，在我国

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无疑是一

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成果）。 ”

第二次考察长达十年，自 2009

年起，林东海以古稀之年，偕宋

红 16 次由北京出发，专程考察

李白、杜甫游踪。他们去江油访

大匡山李白读书处， 到敬亭山

登太白独坐楼，去羌村、石壕村

寻杜甫故迹，去平江杜甫墓、锦

屏山杜少陵祠凭吊， 行程比首

次考察之地更多更远， 增加了

贵州、甘肃等地。他与宋红分别

撰写了 《李白游踪考察记 》和

《杜甫游踪考察记》。

处世无奇但率真

与李白一样， 林先生好诗

还好酒，酒量超过常人。他告诉

我，与知己对饮，两人能喝一斤

白酒。当时他已年过八十，还精

神矍铄。因为我不好酒，他与我

聚餐时只能陪我喝葡萄酒 ，犹

期我能与他共同喝完一瓶酒 ，

耄耋之年还是豪气不减。 他曾

有诗自况 ：“处世无奇但率真 ，

何妨袖手看红尘。 名缰利锁知

终累，诗胆酒肠证夙因。茅牗高

吟能寄兴，管城贤步欲娱神。老

来常忆诸先辈， 记取风姿示后

人。 ”（《依韵奉酬葛兄景春读拙

著师友风谊有赠》）

我很早就知道林先生的大

名 ，他的 《诗法举隅 》出版后我

就拜读了。陈允吉老师告诉我，

林先生是他的大学同学。 1986

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进上海古籍

出版社工作， 社领导李国章老

师也是林先生的大学同学。 因

为是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同

行， 我入职后不久就在参加一

些古典文学学术会议时认识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编辑室的

青年编辑管士光、宋红等，彼此

投契。有了这层关系，我到北京

的时候， 一有机会就去坐落在

朝内大街 166 号的人民文学出

版社， 一去拜访古籍编辑室的

同行， 二来经常能在楼下门市

部买到特价好书， 也由此见到

了林东海先生。因为是同行，是

校友，林先生与我一见如故，径

称我为老弟，与我谈复旦掌故，

谈他与我的导师王水照先生的

交往。 林先生的才气和豪气第

一时间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 我在敬佩他的同时就把他

列入了我的约稿对象。

上世纪末， 上海古籍出版

社推出 “蓬莱阁丛书 ”，收入晚

清民国著名学者的经典著作 。

刘大杰先生的名著 《中国文学

发展史》早已为读者熟悉，而他

的 《魏晋思想论》 知道的人不

多。 刘大杰认为：“文学思想的

发展， 魏晋时代是带有革命意

义的。 ”（《魏晋思想论·前言》）

所以，他从魏晋思想入手，系统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他写于上

世纪 30 年代后期的《魏晋思想

论》 一书， 以进化论思想为武

器， 细致透彻地剖析魏晋时代

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观念的变

革， 为他日后治中国文学史并

完成《中国文学发展史》吹响了

前奏。我想把该书列入“蓬莱阁

丛书”，我知道林东海是刘先生

的关门弟子， 于是征求了林先

生的看法，得到了他的赞同，我

就趁热打铁， 请他为该书写导

读。林先生花了很大的精力，精

心撰写了上万字的导读， 对原

著的内容和观点作了深入的评

析，书里书外的问题都有涉及，

以期对读者有所启发。 这篇导

读 与 他 撰 写 的 《文 学 的 一

生———记先师刘大杰先生》（收

入《师友风谊》），具见他对老师

的深厚感情和对老师学术的深

刻理解。

2009 年底， 我调上海远东

出版社主持工作。 为了打造品

牌，我策划了“远东经典”丛书，

其中古代卷收入当代学者所撰

历代名家名篇的精选本， 得到

了林先生的支持，将其旧作《李

白诗选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1999 ?）修订后易名《李白诗选

注 》 交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2011 ?）。

因为忙， 也因为不想打扰

林先生， 更因为是京沪高铁开

通带来的便利， 去北京出差可

以朝发夕返， 近十年来我很少

有在北京呆两天以上的时候 ，

也因此好久没有去拜访林先生

了。去年三月下旬，因为要接连

参加两个会议， 我在北京多呆

了几天。 3 月 29 日，在民族文

化宫举行了我社出版的 《格萨

尔文库》出版发布及捐赠仪式。

我在微信发消息后， 宋红见到

了，来电询问，得知我要在京耽

搁数日后， 就邀请我与她和林

先生晚上一起聚餐 。 席间 ，林

先生仍是一如既往地精神矍

铄 、谈笑风生 ，谈师友 ，谈著

述 ，谈出版 ，谈旅游 ，意兴盎

然 。 谁料11 天后的 4 月 9 日

晚， 林先生就突发脑梗合并心

梗送医院抢救， 在医院治疗一

年多后终告不治，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逝世，享年 83 岁。宋红

说，与我的聚餐，是林先生生前

最后一次与外地友人的欢聚 。

那晚的欢聚成为难忘的记忆 ，

林先生豪爽的神态就在我脑海

中永远定格了。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 有大

半年没有去北京了。 以后去北

京，再也见不到林先生了，不会

再有把酒闲谈的时刻。想到此，

不禁怆然。

林东海推崇李白， 不仅研究李白及其作品，撰
写李白传记，选注李白诗歌，而且还寻觅李白
游踪，曾两次进行李白游踪的全程考察，足迹
遍及大半个中国。

▲林东海先生书赠本文作者手迹

▲林东海部分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