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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丁景唐先生去世!享年
#$

岁#

丁景唐先生早年曾任上海$小

说月报%$译作文丛%$文坛月报%编

辑#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共上海

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出版局供职!

!#$#

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

兼总编辑# 丁景唐先生备受关注的

编书履历上! 尤为浓墨重彩的几

笔!是主持恢复具有重大历史价值

而存世极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

的影印工作!包括影印汇集$中国

新文学大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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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本!并接棒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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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出版工程#

本报今特刊发上海市作家协

会副主席孙颙先生的悼念文章!寄

托对丁景唐先生的哀思#

!文汇报"上的汪曾祺集外文
!

杨新宇

复旦图书馆购置了自助借还机!借还
都不再需要工作人员!因此常会与书有一
个美丽的邂逅" 近日我去还书时!恰巧看
到旁边有一本别人刚还的 #人间送小
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

!89:

年
$

月出版!系徐强先生所著!于是借了回来
翻阅!徐强在该书后记中说&'笔者参加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新版 (汪曾祺全集%

的编纂工作!分工主编和执编散文)诗歌)

杂著各卷*年谱撰著与(全集%编纂同步进
行!可以说是(全集%编纂的副产品!也是
(全集%的必要学术基础*+然则!(年谱%中
所列入的作品! 也就是行将问世的新版
(汪曾祺全集%中的全部了!(汪曾祺全集%

的小说卷以(汪曾祺小说全编%之名!已于
!89:

年出版! 剩余的散文诸卷听闻也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因为参加过少许(汪
曾祺全集%编纂的前期筹备工作!所以我
对北师大旧版(全集%失收的作品相对熟
悉!对新版(全集%的工作也颇为关心* 一
翻阅(汪曾祺年谱%!竟发现尚有不少重要
文章遗漏 !如 (文汇报 %上的 (战争 % (马
莲 %!特此整理出来 !以免新版 (全集 %失
收!造成不必要的遗憾*

战 争

如果你懂得外国文!我希望你把这首

佧佤族的民歌翻译出来# 佧佤族是居住在

我国西南边境大山里的一个少数民族!那

里的气候大概很冷! 他们用木杵舂着米

吃)他们有许多悲哀的&美丽的传说和故

事! 有一首歌歌唱一对青年生前不能相

爱!死后变成了天上的一对星星!这首歌

据说有一万多行**除此之外我还知道

什么呢+ 我不知道什么了, 然而我知道这

一首一共只有两句的歌!我非常想把它告

诉每一个人! 我希望你把它翻译出来!翻

译出来叫全世界都看一看-

斧头砍过的再生树!

战争丢下的孤儿,

马 莲

你唱你的三!

我对你的三!

马莲开花在路边**

...儿歌

你看见过马莲吗+

马莲是一种很动人的植物, 马莲的叶

子可以穿鱼!揭开鱼的腮!穿过去!打一个

疙瘩!拎着...这会断吗+不会/马莲的根

可以做刷子!洗衣服用的刷子!炊帚&擦痰

桶& 擦抽水马桶用的**这样洁净的&坚

韧的&美丽的根/

我真想看看马莲!看看它在浅水的旁

边 !在微风里 !一丛一丛的 !轻轻地摇动

着!摇动着细长的叶子,

我没有看见过马莲,

这两篇散文虽短 !但弥足珍贵 !汪曾
祺在'十七年+时期的文章本就不多!文艺
性的作品就更少* 两篇散文发表于

9;<$

年!正如适时绽放的两朵小花!与他的另
两组散文 (冬天的树 %(星期天 %及诗 (早
春%一道!为'百花文学+的短暂繁荣添了
一小片风景* 两篇散文提供的信息也挺丰
富! 其风格已与建国前的散文或散文诗
(私生活%'参见0文汇

())

1今年
*

月
*

日

的拙文$毕竟!汪曾祺骨子里是个诗人 %(

完全不同* 汪曾祺
9;<8

年夏进入通俗文
艺刊物(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这两篇散
文分别由民歌和儿歌引发!于中可见民间
文学对作者的影响!但这两篇散文仍然非
常文艺 !篇幅虽短 !其娓娓道来 ,从容不
迫的散淡风格 !已在预告他上世纪

%8

年
代的创作风貌" (战争% 介绍一首佧佤族
-即佤族.的只有两句的歌!但前面却说了

一大通看似无关的 /废话 +!用一万多行
的歌衬托出只有两句的歌0(马莲% 就更
令人 /啼笑皆非 +!前面像模像样地介绍
马莲 ,赞美马莲 !最后一句竟然是 /我没
有看见过马莲+*

另!(文汇报% 在
9;%;

年还曾举办过
一次

9;%%

年度的文学新人评选活动 !并
于

9;%;

年
=

月
!<

日在 (文汇报 %上刊出
了 (关于

9;%%

年度全国文学新人的评
选%的报道!当时选出的是刘恒,乔瑜,杨
志军等五位作家! 报道中特别提到了汪
曾祺给乔瑜和杨志军的评语 ! 关于乔瑜
的 (少将 %! 文章提到 &/汪曾祺更认为
1(少将 %中的 '少将 +是多年来纯粹形式
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教人伪善的教义
所造就的一个正常的怪物 * 而这样的怪
物 !当时是随处可见 !但还没有人写过 *

作者的语言极有青春气息和幽默感!但不
流于轻佻和玩世不恭2*+而对于杨志军的
长篇小说(海昨天退去%!则提到&'评委汪
曾祺就说它1写一群在难以想象的恶劣条
件下!在青藏高原铺设输油管线的工程兵
的悲惨生活和他们悲惨的死 * 他们要去
征服自然!结果却被自然征服!并被毫无
心肝的社会遗弃!摧毁* 这是一场历史性
的悲剧* 作家笔下随处带有炽热的抒情!

和深邃的愤怒的思索* 这是一个震撼人
心的少见的杰作2* +乔瑜后来编了不少
电视剧 !于

!88<

年英年早逝 !并未在文
坛享有大名!杨志军后来则也成了名家 !

曾以 (藏獒 %系列名重一时 !他的风格与
汪曾祺迥异! 但其作品竟被汪曾祺视为
'震撼人心的少见的杰作+!亦属难得*汪
曾祺的评语 !当是 (文汇报 %编辑部所抄
录!不知可否算作他的佚文!究竟该不该
收入 (汪曾祺全集 %或可商榷 !但应补入
年谱则是肯定的 *

刊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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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文汇报%上的

汪曾祺的两篇短文

老丁垂范 后人受惠
!

孙 颙

9;%<

年!丁景唐先生
:<

岁!

卸下担任多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
社长的重担!交棒于我*我比老丁
小

>8

岁! 正式进上海文艺社工
作!不过才三年*同事们把我推荐
出来!我很惶恐!是毋庸讳言的*

刚进出版社做了半年多校对!实
际做编辑的时间! 不过两年多一
点* 虽然有总编辑副总编辑们挑
着主要业务!但是!三社-另有上
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

合体的架构!二三百名员工!其中
有相当多的知名大编辑! 让我担
纲!当然战战兢兢!夜不能寐*

按流行的说法!'扶上马!送
一程* +老丁虽然没有职务了!给
我出主意!帮我解难题!似乎天经
地义!我绝对不会反感!反是求之
不得* 我希望老丁继续工作一段
时间*老丁没有理会我的愿望*他
很快地整理完自己的书橱书桌!

一副彻底撤退的样子* 他托人转
过一句话!说是到这年纪!走进出
版社!头皮就发麻* 意思是不要
勉强他*

说老丁拂袖而去!当然不对*

他和我单独谈过一次! 谈了近两
小时! 是在社长室旁边的会议室
里* 下班以后!楼道里静悄悄的!

没人打搅!他敞开心来说*他把自
己碰到的棘手的事情! 做完的和
没有做完的!清楚地告诉我0眼面
前可能还有多少麻烦! 哪些部门

会有尖锐的问题隐藏着! 尽他所
知!一股脑儿掏给了我*谈完的时
候! 天色已经黑了! 老丁打算走
了*我说!我对出版社的管理一窍
不通!希望他经常来点拨*老丁呵
呵笑着!站起身来!并不直接回答

我的恳求! 用他特有的宁波官话
说&'这里的麻烦事情! 统统交给
你了3+说罢!推开门!径直朝楼下
走去* 他没有回头!也没有挥手!

似乎对他付出了无数心血的出版
社丝毫也不留恋*我一直记得!那

瘦瘦的身影从旋转楼梯飘飘而下
的情景*这天以后!他很少再出现
在绍兴路

<=

号* 即使过来办啥
事!很少到社长室!也从无个人要
求向我提*后来!在出版社遭遇严
重危机的当口!夜深时分!我孤独

地坐在硕大的会议室里! 尤其容
易回忆起老丁的话& 麻烦统统交
给你了*

我曾经埋怨过老丁! 觉得他
撒手让我折腾吃苦!是不近人情*

很久以后!我工作经历得多了!才
慢慢体会出他用心良苦* 凭他的
老资格!他的威望!假如他经常出
现在单位!即使他不说话!不表示
具体的意见!只要他皱皱眉头!我
决定什么的勇气或许就动摇了!或
者!我做出了决策!也会被许多同
仁所怀疑而难以贯彻* 老丁以他
的消失! 逼迫我硬着头皮承担起
社长的责任! 独立地面对种种困
难*应该承认!这种逼迫!是我这个
青年编辑成长起来的强大推力*

后来!我工作岗位多次变动!

不管是离开上海文艺社, 离开新
闻出版局,离开政协文史委!我坚
持一个原则! 离开了! 尽量少出
现!不是对原单位没有情感!而是
像老丁一样! 不要干扰后面班子
的工作* 消失!是最好的支持* 我
现在还有作协副主席和文学基金
理事会的头衔! 还得去巨鹿路走
走!但是!尽量不对党政工作指手
画脚!也是我的基本原则*

回忆老丁! 他在各方面的垂
范!还可以说许多!他学养深厚,

见识宽广,为人正派等等*上面的
一条! 也许是从他手里接棒者所
特别感受到的*

上世纪
,&

年代末!丁景唐先生卸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

长!与继任社长的本文作者孙颙'左(和时任总编辑江曾培

'右(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