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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
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
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
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
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人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
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
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
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人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
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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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超构》评传出版后，随着对赵超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父亲越来越感到书中的人物形象过于单薄
，许多内容需要充实，还有很大潜力可挖掘，愈发萌生撰写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赵超构生平事迹和新
闻人生评传的愿望，并把它当作晚年最重要的生活内容，聊以自慰。
    世事难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彻底击碎了他的美好愿望。
他只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这个中文出身的女儿身上，他说：“由你来写这个评传，还是比较合
适的。
你是隔代，写起来会比我客观些；你思想敏锐、文字功底好，交给你，我还是放心的。
”聆听着重病瘫卧在床父亲的殷殷嘱咐，望着一叠叠凝结父亲几十年心血的赵超构研究资料，我的心
里感觉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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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处不胜寒”，也许越处在高位的人，内心也是最孤独的，总是希望有个平等相待的朋友，说说话
、聊聊天。
1958年1月6日，上海寒意料峭。
住在杭州西子湖畔刘庄的毛泽东刚刚抓了浙江的反右运动和党内斗争，松了一口气，晚上便想找几个
明友聊聊天，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
他秘书随即打电话到上海，要把赵超构、谈家桢、周谷城三人接到杭州来。
这时，始于1957年夏日的、波及全中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知识分子仍处在胆战心惊、噤若
寒蝉的状态之中，他们三人都是万幸被保护过关的人物。
上海市委统战部干部接到电话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于是迅速出动，兵分三路到这三位党外民主人士
家中接人。
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桢和历史系教授周谷城都住在复旦大学宿舍，很快就找到了。
唯独赵超构，只知家住虹口，却不知具体地址，好容易问到地址，却偏偏没有电话。
过去报社曾提议给他家装个电话，他怕麻烦，又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推辞说：“我是个
聋子，最怕听电话了，如果有事，让他们到报社来找我好了。
”前段时间反右派反得他寝食不安，电话就更不想装了。
谁会想到晚上这么晚了还有人来家找他呢！
当统战部和报社工作人员打着电筒，在虹口区溧阳路瑞康里的深巷里一家家地查问，好不容易找到92
号赵超构的家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这时他们一家都刚刚睡下。
听到敲门声，全家人都纷纷披衣走向门厅，紧张得不得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反右斗争还没有过去，赵超构听说有些单位还在继续“揪右”，进行补课呢。
统战部的干部看见他一脸惊慌的样子，马上安慰他说：“不要紧张，是件好事情，等一会您就知道了
。
”家人一听这话，才松了一口气。
等他们一行坐上了小飞机，听说是毛泽东的专机，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也许是毛泽东召见，心
情才开始放松起来。
下了飞机，一辆轿车把他们直送刘庄。
车抵刘庄，大约已是晚上十点半左右。
只见毛泽东披着大衣站在门口迎接他们。
“抱歉抱歉，半夜里把你们揪出来，耽误你们睡觉啦！
”毛泽东一边与他们一一握手，一边打趣地说，看上去一脸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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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是我堂伯伯赵超构辞世17周年。
按照他的出生日期推算，今年的5月4日，是他诞辰99周年；依照民俗，今年的5月4日，是他100岁阴寿
生日。
写作《赵超构评传》，这真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
这个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但硬是凭着一
股子韧劲儿，终于完稿了。
原本以为有父亲作坚强后盾，完成一部高质量的书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充满信心和期待；也原
本以为父亲与病魔斗争的坚强毅力，可以坚持到我完成书稿，但他还是没能看见我的初稿就永远地睡
着了。
那天他忽然感到胸口难受，家人让他躺下好好休息，他听话地“噢”了一声，就这样静悄悄地永远睡
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因为他不知道他要离开我们，离开他无比热爱的世界⋯⋯遗憾他带着一
身才气，满腹经纶，离开了人世，把一个美好的理想留给了我。
理想是美好的，心愿是动人的，可是经历的过程却并不那么美好、动人。
父亲的去世，对书稿的撰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再也无法从他口中挖掘出更多鲜活的材料了，我
曾想过搁笔，因为这毕竟不是我的老本行，我只是替病重的父亲代笔整理⋯⋯但半途而废又让我心不
甘，彷徨中，是我爱人的一次次鼓励和支持，使我重新振作了起来。
当我彻底摆脱依赖后，反倒有了一种“逼”上绝境后的超然心境。
于是我又硬着头皮继续啃读着《赵超构文集》，重新钻研起来，随着钻研的深入，我的头脑里重新打
开了思路——全书述与评都紧扣“杂文”二字展开，这是我的写作思路，也是全书的主要线索。
由于笔者缺乏新闻学理论功底，谬误在所难免，也许观点陈旧，也许不合潮流，也许⋯⋯总之，一切
留待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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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超构评传:报界宗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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