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整理这些珍贵的信件!她深
深感受她们之间高尚真挚的友情!内心感
动不已"这些信!她怎么看也看不够"经过
艰难梳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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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别样的家书$得
以出版% 她离休后出的这几部书!是中国
近代文化史的瑰宝!可以说功德无量&

邹嘉骊与文字的渊源!源于父亲的榜
样和教诲% 邹韬奋逝世时!她

#%

岁% 父亲
为她留下遗嘱'(小妹爱好文学! 尤喜戏
剧! 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
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
继有人以自慰耳% )

*屡劝勿听+的小妹!真的成了韬奋事
业的后继之人&

编撰!全集"和!年谱"#

让她一步步走近父亲的内心

#&'%

年!邹嘉骊做,韬奋著译系年目
录$-她四处收集资料!跑旧书店.图书馆!

讨教父亲的一个个老友% 那时还没有电
脑!要做无数张卡片!梳理剪贴资料%她犯
着气管炎!去徐家汇藏书楼翻阅工作人员
从库房取出的散发着浓重霉味的资料/她
锲而不舍! 和韬奋纪念馆工作人员一起!

在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当年国民党扣押
她父亲的

((

篇文章!欣喜不已% 编撰,韬
奋著译系年目录$同时!还带出一本副产
品,忆韬奋$!这是她收集的回忆邹韬奋的
文章结集% 邹嘉骊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将繁琐复杂的工作!做得有滋有味%

(&')

年!中国韬奋基金会成立大会之
后!第一件事决定出版,韬奋全集$!并成
立了韬奋著作编辑部! 邹嘉骊是负责人%

收集资料!编书!考验的是耐心和耐力!不
可浮躁!不可急功近利% 无数张卡片!无数
份资料 !一篇篇文章 !复印剪贴 !文字注
释!最终汇成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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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厚重的全集% 同
时! 邹嘉骊还要应对来自编撰之外的干
扰!困难可想而知% 幸运的是!和她一起的
都是五六十岁的资深老编审!个个认真负
责!不计名利% 每每念及他们!邹嘉骊就会
动容%

为了查找父亲资料!邹嘉骊需要阅读
与邹韬奋关系密切的黄炎培的日记!手稿
在哪里呢0她四处打听%终于得知!黄炎培
日记收藏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不
外借% 经过联系沟通!对方答应她去查阅%

她立即赶往北京! 和二嫂朱中英一起!花
了近十天!找到许多资料!一人阅读!一人
抄录% 那种收获的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达%

为了与时俱进!邹嘉骊学会了使用电
脑!这使她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她说1点
击鼠标! 像一个个音符点击在五线谱上!

演奏出悦耳的乐曲+! 她感到与文字打交
道无比美妙%

,韬奋全集$完成后!她开始编撰 ,韬
奋年谱$% 这是一件更加艰难的工作% 邹韬
奋没有日记!编排他的一生!需要收集点点
滴滴资料!长期积累!去伪存真!去芜存菁%

她读了许多种年谱! 她觉得年谱最重要的
是实事求是! 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诠释谱
主!应该尽量还原当事人的原貌!把谱主推
向前台!编者隐藏其后% 因此她在年谱中!

摘录大量韬奋著作的精华! 真实展现了邹
韬奋生活工作的经历和他伟大的人格%

编撰,韬奋全集$和,韬奋年谱$!让邹
嘉骊一步步走近父亲的内心% 她顺着父亲

的人生足迹走访了许多地方!更深地理解
了韬奋的精神!读懂了父亲毕生的追求%

这辈子#编辑工作就像

她的呼吸

最艰难的日子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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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母亲沈
粹缜去世!两年后!二哥邹竞蒙在与抢劫
犯勇敢搏斗中牺牲% 突如其来的沉重打
击!令邹嘉骊痛苦万分!她成天不说一句
话!可是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父亲临终
前用颤抖的手写下的*不要怕+三个字!始
终陪伴和鼓励她!她每天和年谱中的父亲
朝夕相处% 邹嘉骊说!是父亲的文章使她
振作!父亲的文字虽然沉重!但是父亲的
精神乐观!总是充满希望% 她最终度过了
那段艰难的日子%

有一天!一位陌生人出现在邹嘉骊的
办公室!自我介绍是重庆出版社的同行唐
慎翔% 邹韬奋抗战时期在重庆生活过!留
下了珍贵的足迹!她愿意帮助邹嘉骊收集
资料% 邹嘉骊很怕麻烦人!可是唐慎翔的
四川口音让她格外亲切!童年在重庆生活
过的她!也会说四川话% 她当时正在四处
寻觅一本书! 是上世纪

%"

年代生活书店
在重庆出过的一本读者信箱集,激流中的
水花$!她于是请对方代为查找% 唐慎翔回
去后不久!寄来邹韬奋为此书写的,弁言$

复印件!还复印了封面.内封.版权页.目
录!装订成书的样子!只是没有复印书的
正文%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邹嘉骊感激不已% 她继续与唐慎翔保持联
系!不幸的是!唐慎翔患了绝症!不久遗憾
离世% 邹嘉骊十分悲伤!在深情纪念这位

同行好人之时! 继续搜寻她需要的资料!

最终! 重庆图书馆给她寄来全书复印件!

从中意外发现了邹韬奋
$*

篇佚文! 都是
给读者的回信%

虽然唐慎翔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作为
出版人的品格!令人难忘% 在邹嘉骊前行
的路上!贵人相助的事很多!唐慎翔只是
其中的一个% 唐慎翔的精神!是韬奋精神
的再现% *竭诚为读者服务+是邹韬奋的名
言!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 邹嘉
骊说!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变得多元!但
是!人类社会总有一些东西不变 !这就是
信仰和追求% 虽然邹韬奋生前不是共产党
员!但是!他是有信仰之人!他的信仰就是
爱国家.爱人民%

如今! 邹嘉骊正在编写最后一本书!

这本书关于她自己!关于她这辈子的文字
生涯% 可是因为眼疾!难以按计划完成!她
于心不甘% 离休后!她每

(+

年完成一大工
程!编撰了数百万字!应该很满足了% 一个
人离休后!有几个

("

年呢0 可是!邹嘉骊
不会停下% 这辈子!编辑工作就像她的呼
吸! 文字这美丽的精灵就像她的伴侣!父
亲韬奋的精神和信仰永远在她心里%

我端详着邹嘉骊和她父亲的照片% 我
说!你爸爸好帅啊!有点像徐志摩呢&

她说!我爸比徐志摩帅&

我还想说!其实邹韬奋更像瞿秋白!但
是我没说% 我知道!在邹嘉骊眼里!父亲邹
韬奋是最帅的!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 而
邹嘉骊呢!很像父亲!外表和内心都很美%

这世界上! 凡是被文字滋润过的人!

都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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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先生的!签名本"

!

侯 军

周汝昌先生是我的天津老
乡! 我对他最早的认知是通过我
早年供职的,天津日报$%那时!周
公在,天津日报$的*满庭芳+副刊
上开辟专栏*响晴轩砚渍+!写的都
是京津旧事和文坛掌故! 文笔典
雅!行文轻松!底蕴却很深厚% 我
每期必看! 甚至有时不等文章见
报就先跑到责编那里去看原稿%

由此! 我知道周公并不仅仅是一
位闻名遐迩的红学大家! 更是一
位学贯中西.诗书兼擅的大学者%

有一次! 我在与周公交往甚
密的惠公先生那里! 看到一封周
公的亲笔来信! 内容是关于撰写
专栏的一些事情! 而那一笔清秀
俊朗的瘦金体书法! 把我强烈地
吸引了%惠公先生也是书法行家!

他告诉我! 若论写瘦金体的书法
名家!当代中国只有两位!一位是
已故的于非闇先生/ 而在世的书
家!周汝昌先生绝对是首屈一指%

那次! 我特意向惠公借得这封周
公的手札!复印一份揣摩欣赏%后
来!读到了周公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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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在
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 ,书法艺术
答问$! 才知道周公不仅字写得
好!而且是一位学术造诣深邃.见
解独到的书法理论家%再后来!他
的那本,诗词赏会$又成了我的枕
边书! 周公对古典诗词的解读和
体悟! 远超于一般的诗词赏析文
章%我由此悟到!世人咸知周公专
擅红学! 其实恰恰是对这位全能
学者的一种误读%

我见到周公是很晚也很偶然
的事情%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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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我在
北京为央视拍摄的一部电视专题
片做后期!因为缺少一些素材!等
着深圳派人送过来% 这个空档就
给我留下一些走访京城友人的宝
贵时间%一日!我去篆刻家自默兄

那里聊天! 听他说起刚给周老刻
了一枚名章! 本打算当天给老人
家送去! 而我的到访使他只好改
期了%我闻言有些不安!当即建议
他不要改期!现在就去送印!我也
正好随行拜访一下久仰的周汝昌
先生%就这样!我俩立即动身前往
周府%当时正值酷暑时节!周公穿
着一件老头衫开门迎客! 只见他
满头银发! 浑身瘦骨! 虽年逾八
旬! 但行动还很敏捷! 且谈锋甚
健!谈兴甚浓%周公此时的视力已
经很弱!他接过自默兄的印章!把
印面凑到眼睛跟前来看%接着!又
跟我聊起了津门往事! 还问起了
当年,天津日报$的几位老编辑%

我则改用天津话与他交谈% 周公
笑着说!我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家

乡话差不多都忘了 !还有 !我的
老家是天津南郊的咸水沽!那地
方的口音跟天津话还不一样% 这
时!周公的老伴正好走过来招呼
我们喝茶 !周公指着她说 !我老
伴的口音还是那个味儿& 说得满
屋子人都笑了%

那次拜访! 我得到了周公的
第一个*签名本+!那是一本随笔
集,岁华晴影$%返回深圳不久!我
就受命创办一份新报! 副刊编辑
希望我帮着约一些名家稿件!我
马上想到了周公! 当即给他写了
一封约稿信%过了没几天!我就收
到了周公的女儿周伦苓代写的回
信!说周公收到我的信很高兴!爽
快地答应给我们写稿% 从周伦苓
的信中! 我了解到老人家视力减

弱之后!文字方面的事情!大多是
由他本人口述!女儿记录!最后成
稿% 这使我愈发感到周公的来稿
是何等珍贵%那次!我们在副刊上
开辟了一个专版来刊发周公的散
文随笔!还配发了周公的近照%周
公对我们的版面安排十分满意!

随后又陆续给我们发来一些新
作! 我们从中选发了一些文字短
小的作品%但是!由于四开小报的
版面有限! 一些长稿就无法容载
了! 尤其是一篇周公回忆他与胡
适先生几十年交往的长篇散文!

我读后对这两位大学者的君子之
风和学术品格!深为感佩%这篇文
章未能经我之手而刊发! 令我至
今引为憾事%

翌年秋天! 我再次赴京拜访

周汝昌先生! 这次还带上了我新
写的一卷小楷陆羽,茶经$!想请
周公指点一下%可是一打开书卷!

我就发现!一别经年!他老人家的
视力近乎失明了! 我忽然感到自
己的唐突!想把书作收拢起来%可
是周公却兴致很高! 连声说'*墨
笔字还能看清!还能看清% +他拿
着放大镜!慢慢地逐字审看!浏览
一遍之后!笑道'*这么长的经文!

我看一遍都这么费劲! 你写出来
岂不更难啦& + 我向周公表示歉
意! 说自己只想着请您这位书法
大家指点指点! 却没顾及您的眼
睛!让您耗费了宝贵的目力!实在
不好意思%周公笑笑说!你可不能
这么说!现在的年轻人!肯花这么
大的功夫抄经写字! 这本身就不
简单啊&随后!周公问我小时候临
过什么帖!跟哪位老师学!我一一
作答%周公闻言频频点头说!看得
出!你的字很规矩!也有一定的基
础! 但是似乎还缺少一点灵动之
气%接着!周公就如何增加灵动之
气!又做了一番详细的解说%这次
拜见! 几乎变成了一堂书法答疑
课! 我由此窥见老一代学人对后
生晚辈的殷切期望和诲人不倦的
师者风范!令我如沐春风%

这次拜见! 我特意向周公解
释了几篇长文未能刊出的原委!

周公表示完全理解! 并对我们为
他编辑的专版表示赞赏% 他叫周
伦苓取来一本新著,北斗京华$!摸
索着给我题写了两行大字'*侯军
乡友正之!周汝昌奉+% 笔力依然
雄健!但排列已经倾斜!而且有两
个字还出现笔画的叠加222这是
一位近盲的老人凭着感觉给一位
晚辈题写的字迹!一丝不苟!笔笔
含情-时至今日!每每读来!我心中
都会油然升腾起由衷的感动-

晚年近盲的周汝昌先生在自己的著作#北斗京

华$上给作者题字%&侯军乡友正之'周汝昌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