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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总是在矛盾状态中向前走着。
电脑、互联网⋯⋯一种又一种新的写作工具、交流手段，给我们带来便利，带来兴奋，同时，也不可
避免地带来失落，带来感伤。
十多年前，我曾撰文为电脑写作将使手稿消失而感到遗憾。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电脑写作，未来的人们不仅很难欣赏到诸多作者各具特色的墨迹，更难以从
字句的修改来了解作者思想的脉络以及行文风格的形成。
当发出如此感慨时，我还没有想到，互联网这一更为便利、快捷的通信方式，已走进我们的生活。
“伊妹儿”——一种全新的鸿雁传书，继电话之后，在更大程度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交流习惯。
上网的人们，仍在写信，仍在相互倾谈，但已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情绪波动的过程。
风格各异的笔迹，被千篇一律的印刷体所取代；书写信封、张贴邮票的亲切。
被键盘清脆的敲打声所取代；等待邮差敲门的焦急，拆开信封的激动，躺在床上一页一页翻阅的悠闲
，被电脑显示器上的随时出现的字母和数字所取代⋯⋯一切都是全新的形式，全新的体验。
不必伤感，不必失落。
新的交流方式最终也会形成一种新的书信文化，在这一点上，我很乐观。
不过，正因为如此，传统的书信方式更值得我们重视，更值得我们尽可能地予以关注。
这便是推出这套“大象人物书简文丛”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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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丰子恺子女致叶瑜荪的书信191封。
叶瑜荪系丰子恺研究会会长，以擅刻丰子恺作品而饮誉海内外。
书信起讫时间为1982年6月至2007年
5月，内容涉及重建缘缘堂、修丰子恺衣冠冢、丰子恺研究会的成立、丰子恺作品集的出版以及丰子
恺百年诞辰活动等，反映了丰子恺研究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同时也能窥见到我国政治、经济、文
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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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丰陈宝(三十五封)◆1瑜荪：来信及拓片六张收到。
我们全家传阅，爱不释手。
选来选去，决定民望要“长亭外”，我要“子规啼血四更时”(附画)，因为这幅画是我15—16岁时，
在缘缘堂父亲叫我做模特儿而画出来的(记得他让我手持一物高举，低头看，他速写后，作为此画中的
看蚕人)。
拓片六张能否留下给我们保存欣赏？
还是应该还给你？
(先留下，需要的话来信即寄。
)民望自从元宵下一天起，患肺炎、感冒，热度时退时发。
昨天又有几分热度了。
他说他不给你写信了，叫我在信中向你致意，谢谢你的竹刻。
他还叫我告诉你：《世界名曲欣赏》第一辑一出版就销售一空，现已在重版中；第二辑(俄罗斯部分)
早已交稿付排，今年可以出版；第三辑(法国、东欧)，早已交稿；第四辑(英美)正在着手写。
每出一本，都不会忘记给你寄去的。
(凡送过第一辑的人，以下各辑都会送的。
)我本月底可能陪同一位朋友(侨居美国的孙女士)来石门参观缘缘堂。
如果成行，那时会同你见面。
祝好！
陈宝  [1985]5月9日◆2小叶：我爱人杨民望不幸于12日下午五时半与世长逝。
根据他生前一贯主张，我们决定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向遗体告别仪式，不接受奠仪，并将遗体捐献给
国家，作为他一生对社会的最后一点贡献。
已由单位联系，将遗体捐献给上海第一医科大学。
前些时父(衣冠)、母、大姑妈、小姑妈在南深浜做坟，我那时实在走不开，没有参加。
如今我可以走动走动了，子女建议，我们一起前来“上坟”(实即向坟墓鞠躬行礼而已)。
我们一行五人(子、女、孙女、小叔和我)，将于下星期一(19日)从嘉兴搭轮船来，星期四中午从桐乡
乘汽车回沪。
因此，拟麻烦你为我们买22日中午从桐乡开往上海的汽车票四张(小孩不必买票吧)。
我怕你不一定在石门，故先写此信拜托你，谢谢！
车票钱请暂代垫，当托蓉赓妹代我还给你。
祝好！
陈宝  [1986]5月14日◆3瑜荪：我接你信后，就去信问孙淡宁，去年我剪报寄她，那张剪报还在否；如
找得到，请她寄还我，以便寄给你看。
因为我把剪报寄出后，根本不记得《文汇报》的日期了。
至今未获她的复信。
估计她已丢失。
我翻了书，记得那篇刊登在《文汇报》的选文为《孩子，珍重》，而那篇介绍孙淡宁其人的文章，与
书末“叮当”的一文差不多，不像该文那么抒情而已。
谢谢你寄送我农妇散文选，我已看了我这里没有的那几篇。
我给孙淡宁信上说，你就是叮当文末所说的那种青年之一，对她和她的文风特别景仰、喜爱。
我、一吟、张汇宝、小明四人大约年廿八到石门，宿暂止楼，二夜，于年初一去杭州。
初步如此决定。
(我儿子带女孩、女儿带女孩大约直接从上海去杭州，三四天即回沪。
)祝好！
陈宝  [1988]1.26可能我们提前一天，即于2月14日到石门，宿2夜，到杭州过年，就不知大年夜赴杭车
票易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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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瑜荪：信收到。
打电话与一吟商量后，决定买第一班去杭州的汽车，即12：30的一班。
万一这一班买不到，买第二班(13：00)也行。
再万一前两班都买不到，买第三班(14：30)也无不可，因为我们决定13日到桐乡，转石门，15日(16日
改为15日)即去杭，15日是小年夜，吃饭晚到无妨(防车误点)，不比得16日(大年夜)晚到就要让三妹、
小弟等候吃年夜饭了。
屡次麻烦你，很过意不起。
民望的《世界名曲欣赏》第三辑已出版，送你的和送蓉赓阿姨、小李的，以及送县图书馆的(共第一、
二、三辑三本)，都由我13日带来。
暂止楼离汽车站近了，而且那里桥边有贸易市场，真太方便了。
这对蓉赓阿姨说来更是方便，因为她就住在暂止楼附近。
你找了那么多《文汇报》还没有找到登孙淡宁文章的一张，我实在记不清大约在哪个月了。
我已接到孙的复信，但她讲别的事情，没提《文汇报》剪报，很可能是看过就丢了。
看来你是想写什么文章吧，所以找了又找。
《桐乡文史资料》第六辑早收到，你和丰桂的文章我都看了。
最近一期《语溪》我收到了，其中文章我几乎全看了(除新诗外，也看了几首，不怎么欣赏)。
我因易腰酸，到下午四时许总要躺床上休息一会儿，就利用这时间看这些故乡资料、文章。
祝冬好！
陈宝  [1988]2.6◆5瑜荪：接孙妈妈(淡宁)信，她说希望你从现在起专刻一批丰子恺画和书法的竹件，因
为已经带出去的太少，要展览还不够。
她说，展出的要纯一色的丰氏书画，不要夹有其他人作品，这样容易引起注意。
看来展出总得在明年。
你用业余时间刻，速度十分快也快不出来，正好利用展出前的时间多刻一些。
然后有便时带沪，再找便人带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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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春，李辉先生由钟桂松兄陪同来桐乡，约我为他主编的“大象人物书简文丛”编一册《缘缘堂
子女书》。
我觉得这确是件有意义的事，但将别人的书信拿出来公开发表，总得先征得写信人的同意。
于是我分别写信给丰陈宝、元草、一吟三位前辈，并很快得到了支持和信任的回音。
然而，书信是个人之间的私下谈话，对于所谈的内容哪些可以公开，值得公开，哪些不必公开或尚不
宜公开，这应如何把握呢？
陈宝老师却鼓励说：希望你，也相信你在选编时会把握好这个“度”。
我整理出自1982年6月至今所有和他们的通信，保存的来信有400封，其中一吟老师最多，占了四分之
三。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来重读这些信件，很多已经淡忘的往事，一下子又浮现在眼前，心里又一次充满了
激动。
二十多年前重建缘缘堂，修衣冠冢，和后来编《丰子恺文集》，成立丰子恺研究会，举办丰子恺百年
诞辰活动等许多具体细节，如今看来也都成了丰子恺研究的重要史料。
写信也各人有各人的风格，犹如各人有各人说话的姿态和表达感情的习惯、方式一样。
也许书信更能体现“文如其人”这一古训。
但丰先生子女们的这些书信中，蕴含着一种共同的感情，就是对故乡的眷恋和亲情。
丰子恺先生一生爱柳，画柳，推崇杨柳“不忘根本”，时时亲拂老干、根土的精神。
他的七个子女，就像“丰子恺”这棵高柳上的柳条。
他们和家乡一个晚辈的频繁通信，犹如下垂的柳条时时亲拂着故乡的根土。
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子恺漫画”韵味的抒情意境。
本书共选编信件191封，其中一吟老师占120封。
在丰氏兄弟姐妹中，她是小妹。
在缘缘堂各种活动和丰子恺研究中，她始终是主要的联系人和实干家，因此写的信也就最多。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对信中部分人、事及石门方言作了简单的注释；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地方，或
作一定删改，或以“××”代替；对错别字和不规范的标点采取了径改的原则；原书信中病句或词不
达意处，一律不作修改加工；数字的用法一仍其旧；落款及年月日保留了写信人的风格。
谨此说明。
限于水平，在选编和注释中一定存在许多不妥和错误之处，愿各位前辈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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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缘缘堂子女书》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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