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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忠诚的党员，优秀的人民新闻家，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邓拓。
十年浩劫的序幕，从此全面揭开。
直到13年后，阴霾散尽，日月重光，沉冤才得以昭雪。
    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妻子、儿女，也从未忘记过他。
人们深深怀念这位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党内才子”，这位襟怀坦荡，一身正气，为党和人民的新
闻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邓拓和他一家的命运，是和我们整个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波谲云诡，沧桑
剧变，大辉煌伴着大磨难的20世纪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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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旸，笔名阿真、潘岩。
北京人。
198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和平出版社编审，编辑室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科普作协理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编辑学会少儿委
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叶圣陶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国作协代表大会
代表。
出版有长篇传记文学《邓拓和他的一家》《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散文集《书边人语》《牌戏人生》
，发表论文、文学评论、书评、散文、报告文学、人物特写、科普小品等作品近4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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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凤池学子　　1919年夏天，7岁的旭初进入福州市闽侯小学读书，学名邓子健。
　　闽侯小学在离“第一山房”不远的道山路口天皂岭附近，学校设有国文、手工、算学、体育等课
程。
邓子健的国文、史地成绩特别好，教过他的国文教员、文天祥诗文研究者黄兰坡老人回忆说：“这个
学生很聪颖，他在课堂上发问很好，爱动脑子，爱读一些爱国诗人的作品。
”　　1919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辉煌的年代。
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掀开历史新的一页。
福州是五四运动“闽案”的中心。
福州的爱国学生和市民纷纷走上街头，贴传单、游行集会，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
“八闽气象，为之一壮。
”小小的子健，虽然还不能深刻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但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他和同
学们来到市区南大街口，看游行队伍由远及近，“民国万岁”、“还我青岛”、“时日曷丧，与汝偕
亡”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这一切在他心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子健的生活视野迅速扩大，从狭小的“第一山房”，扩展到民族民主斗争的广阔天地。
“闽案”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课。
　　邓子健在闽小读了四年，1923年通过中学入学考试，升入福州三牧坊中学。
这所中学的前身是清代的凤池书院，北伐军入闽后，三牧坊中学与乌石师范合并，改为福建省立第一
中学。
直到1929年高中毕业，邓子健在这里度过了七载读书生涯。
　　凤池书院的师资很强，教学严格，注重校纪的整肃，还聘有一些留学日本的教员，主张“富国强
种”。
几十年来，这里培养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
“黄花岗72烈士”之一林觉民，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学校开设师范、商业、普通等科，邓子健上的是普通科文史地系。
　　邓子健自幼爱好古代传统文化，读文史地系为他提供了极好的读书机会，他开始贪婪地大量阅读
古典文学名著和历史书籍。
他的家里就有不少藏书，以子部和诗集最多，也有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书刊，如康有为、梁启超的
文集，福州人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另一个福州人林纾用流畅的文
言文翻译的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等。
父亲邓鸥予虽然中过前清的举人，但思想并不保守。
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到中国的启蒙马列著作，如《史的一元论》《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党
宣言》等，关心时事的父兄们都注意收集。
邓子健上中学后求知欲越来越强，他先是“闭门读遍家藏书”，不论平装的，线装的，也不论是古典
小说、历史传记、诗词书画，他无所不读，百看不厌。
渐渐地，家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
离家不远有个乌石山图书馆，邓子健成了那里的常客。
他爱读屈原、司马迁、苏轼、陆游等大诗人词人的作品，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对进步
书刊更是情有独钟，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到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到蒋光赤的《短裤党》
，常常读得忘了吃饭的时间。
他还同几位要好的同学订了“君子协定”：谁找到一本好书，要互相传看。
他常与傅衣凌、李拓之等好朋友一起，读书作文，议论时政，而邓子健常常会冒出一些新名词、新见
解，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这时的邓子健，充满对生活的憧憬和知识的渴求。
他的兴趣多种多样，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增长知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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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佛教、基督教的教义和差别，他曾跑很远的山路，听一位叫圆瑛法师的高僧讲经，到基督教
堂听牧师布道，还阅读过《新旧约全书》；为了学好英语，他不满足于课堂的讲授，通过二哥介绍认
识了一位很好的英文老师，课外经常去这位教师家请教，练习。
他还结识了一位懂拳术的中学体育教师，利用晚上时间到他家去学少林拳。
　　福州是一座英雄的古城。
大义凛然的文天祥，曾在这里抗击过蒙古军；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这里同倭寇血战；抗英爱国的“左
海伟人”林则徐，在这里立有“林文公忠”祠堂；19世纪这里曾爆发过反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此外
还有清代爱国诗人，林则徐的族兄林昌彝、戊戌变法中遇害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以及黄花
岗起义烈士林觉民。
林觉民是少年邓拓十分崇敬的一位英雄。
烈士从容就义前留给妻子的那封著名的《绝笔书》，曾经收进当时的初中国文课本，邓子健和同学们
爱不释手，能够琅琅背诵。
烈士为国家和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给了他很大的教育。
林觉民烈士的故宅，与林则徐祠堂相去不远。
邓子健在凭吊故居时，产生了游历访古的莫大兴趣。
他遍访家乡历史名人的遗迹，对有些古迹，还要寻根问底进行考察。
后来他常用一个笔名“左海”，就饱含了对故乡的怀念和对“左海伟人”的崇仰之情。
　　邓子健的踏游带有很浓的文化意蕴。
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不少文物古迹，父亲爱收藏古人字画，学美术的二哥仲辀，也喜欢搞收藏
，这些都对子健产生了影响。
他常跟着兄长到乌石山“搜奇访古”，临摹写生。
山上的凌霄台、天章台、般若台、道山亭等处有二百多段摩崖石刻，其中有唐代书法家李冰阳的篆书
，宋代程师孟、蔡襄、朱熹等历代名家的题刻手迹，邓氏兄弟常来这里观赏、习摹，流连忘返。
　　邓子健自小就表现出诗词方面的非凡天赋。
他常把同学们请到山房来，学着大人的样作“折枝吟”。
这“折枝吟”，即是折取七律诗中的一联作诗，要求对仗工整，平仄严格，立意高深的才可取胜。
“折枝吟”又叫“诗钟”，作诗时点一根香，缀上铜钱，当“火焚缕断，钱落盂响”，就要作出好诗
，获胜者可得到奖品，是福建文人中流行的雅趣。
　　邓子健六七岁就跟着二哥到附近文庙观看大人作“诗钟”。
父亲觉得这是小孩子“练艺”的好法子，也很支持他们去。
一年“重九”日，子健和小侄女依舍在乌石山上玩耍，远远看见乌塔上拉起了灯笼，有阵阵吟诵声传
来，是“诗钟”！
两个孩子兴奋地跑来观看，只见一位主考官端坐上首，正吟出一句唐诗“海日生残夜”，让人们应对
，台下一片议论之声，诗的下联是“江春入旧年”，但按规定，现成的句子不成对。
大人们一时都被难住了。
这时，子健突然想起前不久学过的另一句唐诗，脱口而出“园柳变鸣禽”。
考官沉吟一下，连说：也可，也可！
见对上的人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当即奖了一把雨伞。
回到家，父亲高兴地夸道：“吾儿未冠即能诗也。
”从此以后，子健对“诗钟”兴趣更浓了。
每逢学校放假，他就约几位同学到家里的小书房作“诗钟”。
有时兴起，干脆“连床共榻”，彻夜燃香对诗，唱和评比，乐此不疲。
　　当时的中学课诗里收有五代著名诗人罗隐的七绝《咏蜂》，诗曰：“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
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叫学生自由地写一首和诗。
子健当场步罗隐原韵和诗一首：　　踏遍溪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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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
　　后来，邓拓在他的“燕山夜话”《咏蜂和养蜂》一文中，记述了这件往事，并写道：“现在看起
来，我的和诗当然十分幼稚。
不过，那时对于蜜蜂的辛勤劳动和人间为生计而操劳的广大群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同情。
”　　邓子健在凤池书院读书的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
1924年当他12岁的时候，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6年北阀军进入福州城，福州各界人士纷纷举行街头欢迎集会，古城处处响起“打倒列强，除军阀
”的歌声，革命军人发表演讲，动员工农起来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高涨，一些进步书刊也大量传到福州。
子建和同学们争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的《新潮》和经常刊登鲁
迅作品的《晨报副刊》等，革命真理像明灯一样照亮年轻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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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拓和他的家人》的艺术视线聚焦于“邓拓和他的一家”，这不仅无形中把传主的恋爱、婚姻
和亲情世界，推到了相对突出的位置，进而从一个更富有人性色彩的角度，丰富了传主作为革命者和
“党内才子”的形象。
《邓拓和他的家人》笔墨凝重，语言流畅，修辞典雅，字里行间浸透了作家深挚的情流，从而挥洒出
一种讲述的魅力。
作者成功地描绘出的传主邓拓的悲剧人生与悲剧形象。
它就像一曲交织着忧患与愤激的命运交响曲乐，最终将全著同时也将读者印入了反思历史和重建未来
的阔大而深沉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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