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冰心全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冰心全传>>

13位ISBN编号：9787515300856

10位ISBN编号：751530085X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陈恕

页数：5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冰心全传>>

内容概要

冰心(1900-1999)，作家，诗人。
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
1918年入北平协和女子大学(后并入燕京大学)。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创作提倡“
爱的哲学”。
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
1926
年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
1949年任教于东京大学。

1951年回国，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
著有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樱花赞》等，译著有《吉檀迦
利》《泰戈尔抒情诗选》《先知》等。

《冰心全传》作者陈恕是冰心女儿吴青的丈夫。
《冰心全传》作者以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和珍贵照片全面反映了冰心的一生和冰心生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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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恕，1937年生，浙江富阳新登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
冰心女儿吴青的丈夫。
著有《爱尔兰文学在中国》《爱尔兰文学作品选读》《尤利西斯导读》《爱尔兰文学》等。
译著有“比得兔的世界”系列、《爱尔兰文学名篇选注》等。

编辑出版冰心的作品有《关于女人和男人》《冰心：中学生文学精读》《泰戈尔抒情诗选》《纪伯伦
抒情诗选》《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冰心卷》《冰心译文集》《冰心儿童文学
作品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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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家抵达昆明
　二、吴文藻筹建云大社会学系
　三、呈贡县
　四、告别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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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女人》出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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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弟谢为楫的厄运
　三、儿子吴平和两个女儿的遭遇
　四、邓颖超大姐的关怀
第十六章 恢复外事活动
　一、出访活动(一)
　二、人大代表活动
　三、出访活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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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创作新起点
　三、痛悼好友
　四、搬新居迎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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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福建乡亲来访
　二、文艺界友人访冰心
　三、设立以“冰心”命名的奖项
　四、向“希望工程”和灾区捐款
　五、荣获嘉奖
　六、九十五、九十九华诞
第二十一章 在北京医院最后的日子
　一、国家领导人的探望
　二、逝世
第二十二章 永远的怀念
　一、纪念画册、纪念文集出版
　二、纪念园和纪念馆的建立
　三、弘扬冰心爱心的多彩活动
　冰心生平、著作年表简编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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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住在海军练营旁边，是她在烟台八年中离海最近的一段时光。
这房子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是和海上军舰通旗语的地方。
旗台的西边有一条山坡路通到海边的炮台，炮台上装有三门大炮，炮台下面的地下室还有几枚鱼雷。
这里还驻有一支穿白色军装的军乐队，她常常跟父亲去听他们演奏。
炮台的西边有一个小码头，父亲的舰长朋友们来接送他的小艇就停泊在这码头上。
码头的前方就是崆峒岛、扁担岛。
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婉莹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
    我童年活动的舞台上，从不换布景⋯⋯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
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是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
透了诸天⋯⋯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层层一道道的有浓黑而
银灰渐渐地漾成光明闪烁的一片⋯⋯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
我虽然单生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海恋》，《冰心全集》，第六卷，第123页)    婉莹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多，白天在家塾附学，
放了学父亲也从营里回来，就教她打枪、骑马、划船，夜里就指点她看星星。
每逢过节，父亲带她到烟台市去，参加天后官里海军军人的聚会，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到张裕酿酒
公司的葡萄园去吃葡萄，更多的时候，就是带她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
    婉莹虽从4岁开始就跟母亲认字，但对文字却不感兴趣，总喜欢到野外去，在海隅山陬奔游，不过那
时她已认得二三百字了。
    1906年，婉莹的大弟谢为涵出世，婉莹的老师已不是母亲，而只是她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了。
舅舅等她功课做完，’吃完晚饭后，总给她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便是《三国志》，晚上听得入神，
都舍不得睡觉，每夜都得乳母哄着，才能上床。
舅舅是有公务的人，一忙，讲书往往就中断了，最终她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这时她才7岁
。
她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连猜带蒙地往下看，越看越有劲，一口气看完了《三国志》，接着是《水浒
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她父亲的朋友们知道她会看《三国志》，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觉得很有趣。
父亲每次带她到船上去，总把她抱坐在圆桌子当中，叫她讲《三国志》。
这时她也偷偷地写小说。
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一部“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
(《冰心全集·自序》三卷本，北新书局，1932年；《我的文学生活》，《冰心全集》，第三卷，第6
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写到第三回，侧亭止了，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了几十次
，写得没劲了。
她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  “某贤者，多行不道”，等等，
后来也没有写下去。
    婉莹从此开始博览群书，从《孝女耐儿传》(今译《大卫·科波菲尔》，查尔斯·狄更斯著)等书后
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
的新书店“诚文信”书局去买。
那时她正学造句，作短文。
作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
她为了买小说，便努力作文。
    她看书着了迷，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
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嬉笑，自己流泪。
    冰心10岁时，从南方来了一位表舅王逢逢先生，接替了杨子敬先生的职务，成为冰心的第二任启蒙
教师，他对冰心最重要的教诲是：“读书当精而不滥。
”(《我的文学生活》，《冰心全集》，第三卷：第7页)这样，在王先生的指导下，冰心开始学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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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科书》，以及《论语》《左传》《唐诗》《班昭女诫》《饮冰室自由书》，等等。
    舅舅是老同盟会会员。
常常有朋友从南边、从日本寄来革命书信，还有一些禁书，如《天讨》之类。
《天讨》是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临时增刊，上面登载了许多激烈的反清政府的言论，如章太炎
的《讨满洲檄》和吴樾的《暗杀时代》等，这些书籍常带有一些偏激的种族情绪，却揭露了清王朝的
腐败，充满了革命激情。
看这类书，如被政府发现，轻则逮捕入狱，重则被杀头。
成年人只能彼此偷偷地传看。
  表哥们也怂恿冰心偷着看。
她也学着他们，在夜里无人时偷看，渐渐地对国事也关心了。
那时他们看的报有上海的《神州目报》《民呼报》。
    到了11岁，冰心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厢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
儿女英雄传》《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等。
    冰心爱看书，还注意一切的字。
人家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
，她都记得烂熟。
    1908年婉莹二弟谢为杰出世后，他们又搬到海军学校后面的新房子里。
这所房子有东西两个院子，西院一排五间是他们和舅舅一家合住的。
谢葆璋在尽东头面海的一间屋子上面又盖了一间楼房，登上这间楼房，能望见大海。
这间望海的楼房是冰心常去的地方。
  “我最喜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那灯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强光，它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感觉
！
”    这时，她上学的时间长了，看书的时间也多了，主要的还是因为离海远些了，父亲也忙些了，她
要好些日子才到海滩去一次。
因为少到海滩上去，那间望海的楼房就成了她常去的地方。
    在烟台的生活十分丰富多彩。
每逢年假，婉莹的好几个堂哥、表哥回家来住。
父亲会给他们买些乐器，如锣、鼓、二胡之类，让他们演奏，也买些鞭炮焰火。
婉莹不会演奏，也怕放炮，只捡几根“滴滴花”来放。
滴滴花是一个小纸捻，里面卷一点火药，在手里抡起来，就放出一点点四散的金星，既没有大声音，
又很好看。
那时的风俗，从初一到十五，是禁止屠宰的。
因此，母亲在过年前，就买些肘子、猪蹄、鸡、鸭之类煮好，用酱油、红糟和许多作料腌起来塞在大
坛子里，还磨好多糯米粉，做红白年糕。
那些东西很好吃，一直吃到元宵节。
    除夕夜，他们点起蜡烛烧起香，办一桌很丰盛的酒菜来供祖宗。
他们依次磕头，供菜撤下来，就是他们的年夜饭了。
    初一，他们一早就穿起新衣服，对父母长辈磕头拜年，拿到包着红纸的压岁钱，里面是锃亮的一块
墨西哥“站人”银元。
    这一天婉莹最盼望的是附近几个村落“耍花会”的到来。
“耍花会”都是村里人办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锔大缸的，扮女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搽粉描
眉，十分漂亮。
锣鼓前导，后面跟着许多小孩子，闹闹嚷嚷地来到他们家门口，很快就会围上一大圈人，“耍花会”
的人便停下来演唱，唱词很滑稽，四周笑声不断。
这时家人会拿出烟酒点心，来慰劳他们。
这一个花会走了，那一个花会又来了。
最先来的总是金沟寨的“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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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
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冰心    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冰心大姊就是这样的人，她写了将近一个世纪，今天还紧紧握着
手中那支笔。
好几代的孩子读她的诗文懂得爱世界、爱大海、爱星星；听她的话年轻人“讲真话写真话”，为国家
为人民奉献赤诚的心作为读者我敬爱她；作为朋友我为她感到自豪——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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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冰心，享年99岁，籍贯福建福州长乐横岭村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 。
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
被称为“世纪老人”。
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
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
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冰心全传》作者陈恕以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和珍贵照片全面反映了冰心的一生和冰心生活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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