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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可曾看过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颠簸着的帆船吗？
远远望去，它老是停在那儿，动也没动；细看清楚，却是确确实实在行进中，尽管是那么缓慢地艰辛
地移动，但只要掌好舵，经受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它终会有一天胜利地到达彼岸的。
知识的海洋也是无边无际的。
古往今来，多少人沉浸在这个浩瀚的海洋中。
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是在一无师二无友的情况下艰苦自学的。
“天道酬勤”，在我们国家里，自学成才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
而刘逸生同志就是我所熟知的一个。
我认识逸生同志的时候，他正处在追求学问、探索真理的大好年华。
我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又学无专长的人，但自学求知的经历却同他颇为相似。
我们都是小学未毕业就失学的；我们又都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书而先后考进了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还
有，当他已在《星岛日报》熟练地从事校对工作的时候，我也考进了《天文台半周评论报》当校对员
。
正由于我在自学方面和校对方面需要向他请教，因而很快就交上了朋友。
我们经常在工作之余，泡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论古说今。
当时，他的苦学精神，他的广博知识，已经使我既钦佩又惭愧；如今，读到他的自传《学海苦航》，
更是倍觉亲切。
读着读着，多少往事一一浮现眼前，有些章节甚至使我的感情受到冲击，像有一股热力在我身上燃烧
似的。
从《学海苦航》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辛勤自学的历程。
正如作者四十四年前告诉我的那样：他从小“就痛切地感到知识的饥渴”。
在小学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好几本古典小说。
十四岁那年，当他还在《大同日报》当杂工的时候，这家报社仅有的一部书籍《辞源》，居然在他手
里放出异彩他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问，翻开《辞源》，一个条目一个条目地读下去。
往后，他还“把《康熙字典》的部首背熟了”，并且养成了“读地图的怪癖”所有这些自学方法，今
天谈起来也许有人认为幼稚可笑，然而，正如作者说的：“笨有笨的主意”，这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
，在这位特定的自学者身上，却是具体而真实的。
逸生同志读的书很庞杂，但有一根主线，就是中国古典文学。
他自学旧体诗词的步骤，先是唐诗、宋词，再就是清代几个诗词名家的作品，然后旁及元明戏曲，进
而上溯先秦、汉魏六朝的诗赋。
与此同时，他还大量地阅读各种各样的书，从各方面丰富自己。
他说得很对：“知识像是一个个网眼，同时又是一张大网，网眼彼此之间都紧紧地联结着。
”当然也是他说得对：“广泛地吸取、储存，决不会把自己的脑子挤得不能转动，更不会把脑子挤破
的。
”就这样，逸生同志踏踏实实地学，辛辛苦苦地学，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古今中外的知识，就汇集
成为他自己的财富了。
当逸生同志在《羊城晚报》主编《晚会》刚刊，被海内外同行称誉为“杂家”的时候，我就常常想：
如果没有青少年时代的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他是不可能如此胜任愉快的。
同样，当逸生同志先后写出了《唐诗小札》、《宋词小札》，以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受到读者
欢迎的时候，我又想过：如果不是经过艰苦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是不可能写出这样征引丰富、串
解通俗的著作来的。
从《学海苦航》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自学经历，还可以了解到作者的生平和思想的发展。
人生的道路决不会像机场跑道那么平坦笔直的：逸生同志的前半生，经过一段坎坷的旅程，他的青少
年时代是穷困、忧愁、不幸的，然而，恶劣的环境并没有摧垮他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反而激励他自
强不息，奋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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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切身体验过只奉法西斯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后，他的视野比以前开阔了
，对中国共产党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他毅然担任《正报》副总编辑，直接参加到党的新闻行列中来了。
应该说，这是逸生同志一生的转折点。
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解放事业紧紧地扣在一起了。
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党的关怀下，他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工作中，不断改造思想，提高自
己。
“十年浩劫”期间，他受到很大冲击，什么事也做不了，但他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当他从干校回到广州，为了夺回被“文革”浪费掉的时间，立即埋头于古典诗词的研究工作，他精神
焕发，干劲不减当年。
他所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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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海苦航(逸堂四品)》为该系列之一的《学海苦航》。
一代报人、岭南诗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刘逸生先生（1917年-2001年），他的代表作品《学海苦航》
、《唐诗小札》、《宋词小札》、《漫话三国》最近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合辑为《逸堂四品》隆重出版
，重新唤起我们对这位独具岭南文化特质的标志式人物的回忆。
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刘逸生，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
60年代初就以《唐诗小札》享誉学界和民间。
这本具有开创意义的唐诗普及读本，以其深入浅出的语言、流畅优美的文笔、细致独到的分析而受到
广大读者的欢迎。
“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指挥，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
整整影响了几代人。
现把逸堂老人的三本小札加上自传体《学海苦航》，合成一套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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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言你可曾看过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颠簸着的帆船吗？
远远望去，它老是停在那儿，动也没动；细看清楚，却是确确实实在行进中，尽管是那么缓慢地艰辛
地移动，但只要掌好舵，经受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它终会有一天胜利地到达彼岸的。
知识的海洋也是无边无际的。
古往今来，多少人沉浸在这个浩瀚的海洋中。
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是在一无师二无友的情况下艰苦自学的。
“天道酬勤”，在我们国家里，自学成才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
而刘逸生同志就是我所熟知的一个。
我认识逸生同志的时候，他正处在追求学问、探索真理的大好年华。
我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又学无专长的人，但自学求知的经历却同他颇为相似。
我们都是小学未毕业就失学的；我们又都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书而先后考进了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还
有，当他已在《星岛日报》熟练地从事校对工作的时候，我也考进了《天文台半周评论报》当校对员
。
正由于我在自学方面和校对方面需要向他请教，因而很快就交上了朋友。
我们经常在工作之余，泡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论古说今。
当时，他的苦学精神，他的广博知识，已经使我既钦佩又惭愧；如今，读到他的自传《学海苦航》，
更是倍觉亲切。
读着读着，多少往事一一浮现眼前，有些章节甚至使我的感情受到冲击，像有一股热力在我身上燃烧
似的。
从《学海苦航》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辛勤自学的历程。
正如作者四十四年前告诉我的那样：他从小“就痛切地感到知识的饥渴”。
在小学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好几本古典小说。
十四岁那年，当他还在《大同日报》当杂工的时候，这家报社仅有的一部书籍《辞源》，居然在他手
里放出异彩他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问，翻开《辞源》，一个条目一个条目地读下去。
往后，他还“把《康熙字典》的部首背熟了”，并且养成了“读地图的怪癖”所有这些自学方法，今
天谈起来也许有人认为幼稚可笑，然而，正如作者说的：“笨有笨的主意”，这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
，在这位特定的自学者身上，却是具体而真实的。
逸生同志读的书很庞杂，但有一根主线，就是中国古典文学。
他自学旧体诗词的步骤，先是唐诗、宋词，再就是清代几个诗词名家的作品，然后旁及元明戏曲，进
而上溯先秦、汉魏六朝的诗赋。
与此同时，他还大量地阅读各种各样的书，从各方面丰富自己。
他说得很对：“知识像是一个个网眼，同时又是一张大网，网眼彼此之间都紧紧地联结着。
”当然也是他说得对：“广泛地吸取、储存，决不会把自己的脑子挤得不能转动，更不会把脑子挤破
的。
”就这样，逸生同志踏踏实实地学，辛辛苦苦地学，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古今中外的知识，就汇集
成为他自己的财富了。
当逸生同志在《羊城晚报》主编《晚会》刚刊，被海内外同行称誉为“杂家”的时候，我就常常想：
如果没有青少年时代的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他是不可能如此胜任愉快的。
同样，当逸生同志先后写出了《唐诗小札》、《宋词小札》，以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受到读者
欢迎的时候，我又想过：如果不是经过艰苦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是不可能写出这样征引丰富、串
解通俗的著作来的。
从《学海苦航》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自学经历，还可以了解到作者的生平和思想的发展。
人生的道路决不会像机场跑道那么平坦笔直的：逸生同志的前半生，经过一段坎坷的旅程，他的青少
年时代是穷困、忧愁、不幸的，然而，恶劣的环境并没有摧垮他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反而激励他自
强不息，奋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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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党的关怀下，他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工作中，不断改造思想，提高自
己。
“十年浩劫”期间，他受到很大冲击，什么事也做不了，但他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当他从干校回到广州，为了夺回被“文革”浪费掉的时间，立即埋头于古典诗词的研究工作，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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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海苦航(逸堂四品)》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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