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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苏文艺出版社张昌华先生主动萌念，欲为我选编一本随笔文集，列为&ldquo;大家散文文
存&rdquo;丛书之一目。
既蒙青睐，不敢拂其盛情高谊，遂答谢应承他。
张先生来函告知，他手边已有拙著十一种，从中选辑二十余万字，足以成编，故此集之成书问世，全
系他一人之辛劳，而我一无所贡，这真是应了俗话所说的&ldquo;坐享其成&rdquo;了，愧甚愧甚！
　　张先生一手编成后，来电商量如何题名的事，并建议用&ldquo;红楼内外&rdquo;四字。
只因东方出版社已为我出了一本《红楼内外续红楼》&mdash;&mdash;书名是策划者拟定的；这样如再
用&ldquo;内外&rdquo;，容易引起读者疑问，所以由我改拟了《红楼柳影》，以避重复混淆。
　　那么，读者也会发一问：红楼柳影者，又为何义？
我答：君不见雪芹在书中写到怡红院时说的是&ldquo;粉墙低护，绿柳周垂&rdquo;乎？
一座红楼，也正是掩映在&ldquo;绕堤柳借三篙翠&rdquo;之间。
红楼而无柳，焉能有烘托辉映之美。
况且，红楼迢递，并非三步五步可到，要渐渐走近，在行途中，远远看到其一角一檐、半栏半柱了，
然而这也还是在柳影之外，仅仅是&ldquo;在望&rdquo;而已，尚未真的来到。
　　我将本书所收诸篇比喻为柳影，因为它们似&ldquo;红学&rdquo;而非真&ldquo;红学&rdquo;；
非&ldquo;红学&rdquo;而又时时离不开&ldquo;红学&rdquo;&mdash;&mdash;好比&ldquo;剪不断、理还
乱&rdquo;，分割不清。
　　红楼是&ldquo;真、善、美&rdquo;的建筑奇迹，柳影则足以相依为侣&mdash;&mdash;虽无松柏参
天之姿，却有风流潇洒之致，松柏是节操的代表，杨柳是感情的化身标本。
　　我喜欢垂柳&mdash;&mdash;说来或难让人相信：芳春来到，我宁可不看红花，也要手抚绿柳，爱
它丝丝垂地，依依向人。
何其多情多致也。
　　雪芹书中写史湘云偶吟柳絮词，落花飞絮，诗人饯春而&ldquo;落尽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
长&rdquo;（宋女词人朱淑贞词句），却又迎来了新绿成荫。
清和孟夏之月，一片新气象，新境界，红楼中人，也呼吸着清新和畅的空气，变得更为美丽。
　　&mdash;&mdash;柳影花光，相倚相依，此造化之奇思，天人之妙会，今借来为小书生色，不亦幸
甚乐甚哉！
　　柳之有影，有日影，有月影，有风中影，有水中影，有意中影，有文中影。
这册拙文，似影而又非影&mdash;&mdash;在有影无影间。
楼之影，柳之影，文之影，人之影，交织而不可缕析耶？
　　诗曰：　　柳影花光不可分，　　花明柳暗又成村。
　　残春那及清和好，　　一片生机字有痕。
　　后记　　周汝昌先生年届望九，但老而弥坚。
其晚年声名渐盛渐隆，一时有如日中天之势。
他前年出版的《红楼夺目红》，在当今图书业一片衰败的惨境下，销量竞达十万册；令人刮目。
世人大都以为周先生是位红学家，其实那只是他宝刀的一面；他在戏曲、民俗，乃至书法方面都有一
定的研究、造诣。
他是位受人尊敬的红学权威，称其是红学泰斗似不为过。
　　作为周先生的读者，我最早接触的是他的散文《谈笑》、《谈哭》之类，他说笑，教你捧腹、喷
饭，笑得死去活来；他说哭，教你悲戚、哽咽，竟能教你破涕为笑。
人世间情感万象，毕现于字里行间。
我业编席以来，早想拜识这位红学大家，憾无文缘。
退休后，出版社编了一套《大家散文文存》，主事者汪修荣君想请周先生加盟。
汪君知我在文化界老人圈内有点人缘，请我觅一门径试试。
我衔命出马，不料居然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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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周先生的作品中读出他的鲜明个性。
君子之交固然崇尚淡如水，然凡夫俗子都应该受到他人的尊敬，更况文学前辈。
我恭恭敬敬地给周先生用八行书写了六叶长函，投石问路。
详述《大家散文文存》的编辑旨要，强调该&ldquo;文存&rdquo;由出版社规范的体例来选文，希望得
到他的理解与支持。
本来，周先生的书稿结集出版，一律由女儿们操办，女公子伦苓当他的助手多年，对他的文章了如指
掌，轻车熟路不须他人多劳的。
周先生大概是见我那几叶八行书写得还较认真，或为我言之殷殷情之切切，动了恻隐之心吧，成全了
我的不情之请，破例地让我编选他的散文集。
　　书稿内容宏富，有先生研究红楼的高言阔论，有谈文论艺的零珠碎玉，有人生之旅的履迹行状，
以及与文坛师友们过从的点点滴滴。
鉴此，我斗胆代拟书名《红楼内外》。
我将选目呈先生寓目审正，先生在选文上未作增删，只对书名提出异议。
他说此前他的著述中已有一本名日《红楼内外续红楼》，又是策划人命名的，如再叫《红楼内外》不
妥。
建议易为《红楼柳影》。
我才疏学浅，确不知红楼与柳影之间有何渊源。
当我正想与先生商讨，另取一个有亮点、易销售的书名时，先生将他拟就的《红楼柳影》序文赐下。
展读之后，眼界大开。
先生在序文中画龙点睛地点出了&ldquo;柳影&rdquo;的典故。
又云&ldquo;红楼是&lsquo;真、善、美&rsquo;的建筑奇迹，柳影则足以相依为侣&mdash;&mdash;虽无
松柏参天之姿，却有风流潇洒之致，松柏是节操的代表象征，杨柳是感情的化身标本。
&rdquo;他又由柳影联想到日影、月影、水中影、意中影、文中影&hellip;&hellip;先生思绪精骛八极，
神游万仞。
《红楼柳影》一名，典雅而得当。
我当即回函表示欣然接受。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
　　适逢丙戌重阳之际，我专程赴京华拜访周先生，签约并取插图照片。
　　周先生是位儒雅文人，讲究礼数。
当伦苓告知他我来了时，先生即从沙发上立身，示意欢迎并让座。
眼前的先生虽八十有九，满头华发，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身板挺硕实。
说话时偶辅以手势，彰显着活力。
自老伴谢世后他一人独居，幸有三个女儿做他的拐杖，姐妹们轮流陪伴，侍奉左右，使他晚年孤而不
单，颐养天年之余，仍有精神再为红楼添砖献瓦。
　　周先生家居十分俭朴，八十年代的普通人家水平，略显一点杂乱。
偌大的客厅书橱列队，大书桌、小圆桌案头累积了书刊、文案和函件。
墙上悬着先生自书的书法长卷，书架上有一尊曹雪芹的小座像，浓浓的书卷气迎面袭人。
　　伦苓告诉我，父亲年龄大了，耳聋（戴助听器，靠近大声说才能听之七八）目残（一眼失明，另
一眼视力只有0.01），牙也脱了，但精神不错。
周先生仍保持北方人的率真，粗茶淡饭。
先生不烟不酒，喜欢食多维素糖果，借以补充营养。
我们交谈时，先生从沙发旁拎出一个糖果罐，取出一颗，自品其味，像个老小孩。
他胸前戴着一块佛像玉佩，平时手中爱捏着一块石头，搓摩不已。
先生喜玉，爱玩石头，想必亦是红楼缘。
据伦苓说他是一边在把玩，活络经血，一边在思考问题。
先生古气十足，圆桌上立着一座孔夫塑像，喜欢翰墨，连茶盅也是大盖碗，掀起盖，浅浅嘬上一口，
意趣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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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的思维清晰、活跃、独特。
自我意识较强。
子女对他的个人意愿十分尊重。
我奉上出版合同。
在付酬方式上，出版社提出两种方案供选择。
一为稿费制，千字计；一为版税制。
前者远远优于后者。
伦苓将其读于先生听，我本以为他选择前者，孰料先生听后略一沉思说&ldquo;版税&rdquo;。
我怕他没听清楚，让伦苓重复了一遍，请他再考虑。
他仍然说&ldquo;版税&rdquo;。
我先感到诧异，后思索，料必是先生远瞩，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会不断再版的吧。
周先生近年时有新作问世。
亦曾有人表示怀疑，云先生目力已尽损，何能握笔。
出于好奇，我向伦苓提出了可否看看先生的近作原稿。
伦苓拿出他的《红楼柳影》序手稿，我一看惊呆了。
这是&ldquo;天书&rdquo;嘛！
一篇千字文，写满八开大稿纸十页。
横不成行，竖不成章，歪歪斜斜，间有大量的重叠，更有甚者，有的句子写了一半，那一半叠写到不
相干的另一页上了。
他全凭感觉在纸上耕耘。
我见到在他那遒劲笔力字里行间，夹有圆润的铅笔字，那是女儿伦苓辨别、拼接后确认的手迹。
真是字字血，句句汗，一篇短文要费尽老人多少心血啊！
&ldquo;序&rdquo;文中引用了宋女词人朱淑贞的词句，我问伦苓是不是她代查的。
伦苓笑着说：&ldquo;那是他吃老本，全装在肚子里的存货。
&rdquo;又说有些父亲觉得吃不准的，才叫她代为核实。
伦苓是周先生得力的拐杖。
她作为先生研究红学的助手已二十多年，开会、出访，出入相随，寸步不离。
伦苓了解先生的行文特点，熟悉先生的用词规律及字的写法，故能译&ldquo;天书&rdquo;，准确到天
衣无缝。
我想周先生的晚年，没有这件&ldquo;贴心的小棉袄&rdquo;，恐寸步难行，更难奢谈创作了。
周汝昌先生把毕生的心血，用在《红楼梦》研究上，&ldquo;半个世纪一座楼&rdquo;，他出版的著作
中大多含有一个&ldquo;红&rdquo;字，《红楼梦新证》、《红楼夺目红》、《红楼内外续谈》、《红
楼艺术》、《红楼词典》、《红楼与中国文化》以及《红楼柳影》等。
有趣的是周先生对曹雪芹顶礼膜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家中供有一曹雪芹像。
他忘记自己生日、妻子生日；但曹雪芹的生日铭诸心版。
每逢曹雪芹生日，他总焚香祭拜。
有时无香可焚，便用几片烘干的橘皮代之，让一缕清香萦萦，寄托情怀。
曹雪芹成了他心中的佛。
首次拜见耄耋之年的老人，我不好意思徒手，赠上刻有胡适先生头像、金印胡适生平、手迹的一组徽
墨。
先生见之有所激动，接过后，打开墨盒，拿出放大镜端详胡适的头像，又用手轻轻抚摸，若有所思。
师恩三叠。
我想，他一定是沉浸在&ldquo;平生一面旧城东&rdquo;的温馨回忆中。
伦苓告诉我，先生晚年不忘所自、知所感戴，常追忆胡适、顾随等师友对他的赏识提携之恩。
又说，他还想再写一篇长文缅怀顾随先生，每每开篇，常被友人、采访者、编辑等不速之客而打断思
绪，难以卒篇。
她说，他一定会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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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刀不老！
 2006年11月1日于京华和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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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苏文艺出版社的&ldquo;大家文存&rdquo;书系，装帧朴素清雅，内容厚重耐读，我一直
是&ldquo;追&rdquo;着看的。
今年新出版的几册中，我最喜欢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柳影》&mdash;&mdash;文科女人多爱《红楼梦》
，爱屋及乌也。
　　当然，按照&ldquo;大家文存&rdquo;一贯的选文体例，《红楼柳影》并非全是周汝昌的论红之作
。
第一辑&ldquo;人在旅途&rdquo;照例是作者的&ldquo;夫子自道&rdquo;，《相逢若问名和姓》等十三篇
稿子连缀成&ldquo;周汝昌小传&rdquo;，选材得趣，叙述生动，传主耄耋人生的道道履印跃然纸上；
第二辑&ldquo;情系红楼&rdquo;将周汝昌和《红楼梦》的情缘娓娓道来，自然是本书的重头戏。
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周先生说，他的母亲是一个酷爱文艺的乡村女子，而且，她居然有一部日本
版的《红楼梦》。
那是她的一个堂兄给她的礼物，&ldquo;书后印着&lsquo;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rsquo;，绿色布面
精装上下两册，带批语，绣像。
&rdquo;母亲常常对儿子津津乐道《红楼梦》，所以，端的是&ldquo;我与红楼有夙缘&rdquo;啊。
而且，这缘分一结就是一辈子，晚年周先生的家中供有曹雪芹的像，每逢曹公生日，他必焚香祭拜，
如无香，则以干橘子皮代替。
可见，曹公雪芹，周先生是供在心中的。
　　《红楼柳影》的最后一编。
照例是缅怀师友的，我以为分量最重的是《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悼亡兄祜昌》。
周先生兄弟五人，汝昌最幼，祜昌是其四兄，兄弟俩都酷爱文艺，他俩的书信往来甚巨，且每封信都
以研究红学、曹学为主要内容，棠棣之切，纸短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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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红楼柳影》序辑一  人在旅途相逢若问名和姓少年书剑在津门语文第一课南开忆旧燕园梦考证之乐
蜀道知难聂公邀我进燕都陋巷巢痕关起来的滋味干校惊雷全国政协二十年五十六年一愿酬辑二  情系
红楼情在红楼我与红楼有夙缘《红楼梦新证》的前后左右&ldquo;六朝人物&rdquo;说红楼&ldquo;情
教&rdquo;创者曹雪芹红楼花品《红楼梦》中的女性美红楼饮馔谈&ldquo;红楼&rdquo;本是燕京典从红
楼到康熙南京应建曹雪芹纪念馆黄裳&middot;我&middot;红楼梦&middot;水西庄城&middot;红楼茶
社&middot;三毛图书馆&middot;齐如山&middot;红楼秘本芹庙&middot;芹像&middot;红楼升官图雪芹遗
物雪芹祠庙碑记辑三  论文说艺读书与治学随笔与掉书袋白话与文言北大的大象大器艺术古今杂
话&ldquo;对对子&rdquo;的感触诗文化看画与观化悲剧性人物&mdash;&mdash;漫画家学书杂语书法宜
辨&ldquo;二自&rdquo;岂敢岂敢聋与音乐我心目中的戏我看评弹渊渊鼓音辑四  晴窗随笔谈笑谈哭妙语
与妙人挤和捧莫生闲气自家的癖性不悔一知愧称呼意趣&ldquo;公元&rdquo;及其他琐琐萦怀说岁除申
猴赞字比巴斗大石性通灵鸟&middot;倒字&middot;水浒注胡同&middot;衡通&middot;弄堂&middot;火巷
太平湖梦华录多少楼台烟雨中辑五  缅怀师友中华文化托斯人&ldquo;真&rdquo;亦可&ldquo;畏&rdquo;
苦水词人号倦驼张伯驹和潘素我与胡适先生饶孟侃老诗人启元白相见恨晚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海外红
学三友编后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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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逢若问名和姓　　萍水相逢，若有机缘对话，免不了要有一句&ldquo;贵姓大名&rdquo;。
也许是在火车上、航船上，两人一生只这一次相逢和对话，就各自天涯海角，永无&ldquo;再
见&rdquo;的可能&mdash;&mdash;虽然分手时口中都这样祝愿。
人离别了，姓名却留在记忆里。
姓名有的比较平常，没有多大特色的，容易与时光一同流逝了；有的却不如此。
难忘的姓名，真像诗人龚自珍称赏宋翔凤那样：&ldquo;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rdquo;好的姓名也有留香的魅力。
因此我常想，作小孩童时，父辈师辈给起个好名字，那不但是终生的幸福，而且定会带来好运气。
　　有友人问过我，说：&ldquo;据你自己品评，你的名字怎么样？
是如何取来的？
有奥妙没有？
&rdquo;我答，这可说来话长，如今只略表其一二，以供品味。
　　我家取名，父亲那一代用&ldquo;梦&rdquo;字，家严原讳梦薪，同族弟兄有梦莲、梦兰、梦
才&hellip;&hellip;父亲是光绪年末一科的秀才，因为科考上的某一原因，改名（即&ldquo;榜名&rdquo;
）景颐，就是景慕宋代宗贤周敦颐（茂叔，莲溪）的意思。
到我这一辈，族兄们原是单名排&ldquo;三点水&rdquo;的字，如大堂兄周湘，表字春帆；四堂兄
周&times;（记不清了），表字雨臣；八堂兄周瀛，表字子登（十八学士登瀛洲）；十堂兄周&times;，
表字月波。
我很喜欢这种名字，觉得诗意盎然，人必不俗&mdash;&mdash;果然他们都是音乐书画的天才，风流潇
洒。
但也由于科考之故（什么故，我就说不上来了），他们都改了双名。
下一字排&ldquo;昌&rdquo;了，如履昌、懋昌、恒昌、泰昌、永昌&hellip;&hellip;其中，大多数是从《
易经》卦名取来的。
这么一来，哲理味浓了，可诗意没有了。
　　既然排昌字了，于是我这亲兄弟五人的名字就是：震昌、祚昌、泽昌、祜昌、汝昌。
我是最幼的，大排行是&ldquo;十五&rdquo;，早年间不讲族谊时幼侄辈偶有&ldquo;十五叔&rdquo;之称
，此语久已不可复闻矣。
外姓人则称我&ldquo;老先生&rdquo;一一那时是少年，&ldquo;老&rdquo;是排行最末，&ldquo;先
生&rdquo;是对男子的美称。
　　有人也曾疑心我的名字是仿效清代名人丁汝昌而取的。
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偶合。
《诗经》上说：&ldquo;俾尔寿而康，俾尔炽而昌。
&rdquo;尔即汝也。
清代又有一位周寿昌，大约也渊源于此。
　　丁汝昌字禹廷，是取自《书经》&ldquo;禹拜昌言&rdquo;之义。
家严为我选一表字，初取&ldquo;寿康&rdquo;，后取&ldquo;禹言&rdquo;。
后来，我觉&ldquo;禹言&rdquo;侧重昌字，&ldquo;汝&rdquo;无联系，且又与丁氏略同，于是改
用&ldquo;玉言&rdquo;，取《书经》&ldquo;王欲玉（玉成）女（汝）&rdquo;之义。
没想到，友朋相戏，遂云&ldquo;玉言&rdquo;者，岂非&ldquo;石头记&rdquo;乎？
可见你&ldquo;命中注定&rdquo;诀治红学。
　　我听了，&ldquo;颇受启发&rdquo;。
于是就自鸣得意起来：通灵宝玉镌的八个字，就是&ldquo;莫失莫忘（平声音王），仙寿恒昌&rdquo;
呀，你看这个昌字多么重要！
雪芹选用，倍增声价光彩。
　　昌者，造字从&ldquo;日&rdquo;，故有昌明、昌盛之词，是个吉祥的名字，气象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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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喜欢它的。
而且，若是从阴阳五行的古哲理来看，贱名真是阴阳调燮，水火既济&mdash;&mdash;因为其中水气与
日光正相辅倚，生机一片。
　　我给自己的名字找出&ldquo;种种理由&rdquo;，以为自颂自夸之辞，这实在有点儿老王卖瓜之嫌
。
老王卖的瓜，不能说自己的瓜苦；我卖的是文，而&ldquo;文人&rdquo;是讲究谦虚的，不但不许说自
己瓜甜，还要力表其&ldquo;苦&rdquo;！
此则虽然名字吉祥，职业却未如老王之可以&ldquo;实事求是&rdquo;耳。
　　汝昌&mdash;&mdash;老王&mdash;&mdash;莫失莫忘，一瓜一文，都说味香。
　　少年书剑在津门　　故乡是一部读不厌的书。
那页页行行，写着我和俦侣们的青春&mdash;&mdash;它经历的路程，它焕发的风华，它遭受的苦难，
它涵蕴的情怀。
　　我大排行第十五，小排行第五，都居末，幼子是最受疼爱的，生性又腼腆，怕见生人，又怯弱斯
文，因此家里舍不得早点送去上学。
入小学，已经九岁了（虚岁，当时的习惯说法，后文同此）。
小学岁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一是反侵略，抵制日货，反对&ldquo;二十一条&rdquo;，小
学生游行；二是闹兵荒，什么奉军呀，杂牌军呀，败兵窜来，必然占住学校，一停课就是多少天、几
个月，也不知多少次了；三是逃土匪，那匪是以小站为中心的绑票匪，以手枪为主要凶器，围攻村镇
，绑架勒索，有时也害人命&mdash;&mdash;最令人失&ldquo;望&rdquo;的是他们只敢欺侮同胞，不敢
抵抗日寇，反而闻风即遁（这种土匪是直到解放才被消灭的，所以华北沦陷时仍然肆虐于一方）。
有一年，我就因&ldquo;逃难&rdquo;而借读于别处的一个陌生的小学里。
我自己已说不清小学到底是怎么对对付付、七断八续地上完了的。
　　我考进初中，已经是十五岁了。
这中学是河北大经路东侧的觉民初中。
这个学校是河北省的先生们办的，所以天津卫的阔子弟罕见，而以文安、徐水、河间、献县、沧、景
、盐，以至京东诸县的&ldquo;外地&rdquo;学生为多。
这就是说，它的风气必然是朴实无华，还带点&ldquo;村&rdquo;气，可是正派，规规矩矩，扎扎实实
。
毛病是太死，只让学生读死书，不知其他。
校规极严，学生们见了&ldquo;老管儿&rdquo;（管人的&mdash;&mdash;舍监）如避猫鼠儿的一般。
到校外去必须请假获准才行，不然，擅出校门一步则记大过一次&mdash;&mdash;三次开除不赦。
　　我们这些活生生的少年，可闷得慌，实在难受了，到&ldquo;大门洞&rdquo;内站站望
望&mdash;&mdash;这不算&ldquo;出校&rdquo;的。
校门外是一大片空场，每天有二十九军的士兵来练大刀。
他们的大刀队是有名的，足令敌人闻风丧胆。
我很爱看练大刀的，大刀环头上有红布为刀&ldquo;穗&rdquo;，十分有气象。
一个一个的壮士，远远望去，只见都是红面大汉，威风凛凛，真像三国周郎营中，皆熊虎之士也！
　　小小的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了这些印迹。
自己那时候对一切大事虽然说不太清，但也分明意识到，大刀练得越勤，那风云形势也就逼得越紧了
。
　　觉民三年，我的&ldquo;文学事业&rdquo;已经发端。
不但作诗填词，都自己摸路而行（当然那是很幼稚可笑的），而且开始写&ldquo;文章&rdquo;，竟获
一个报纸发表。
记得得到的报酬是一册书。
　　毕业了，要升学，决定考南开。
南开和觉民可就大大不同了，一切都两样得很。
　　我小时有颖慧之誉，记忆力特别好，读过的课本再不要温习，都能一字不差；从小学直到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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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大考列榜，铁定是第一名。
因此很受老师、同学的青目，真是另眼相待。
同学们还善意地给我一些美好的&ldquo;外号&rdquo;。
可是考南开中学，录取榜上名列第二，当时心里真觉得是&ldquo;奇耻大辱&rdquo;。
但这对我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不再那么重视分数、名次，精神志趣逐步转向了课本知识以外的文化领
域上去了。
　　那时的南开中学，真了不起，简直是个小学府，我不知道天下有几个中学能像这样的有规模有气
派，学生的知识来源、思想天地、生活实践，都那么不同于&ldquo;高级小学&rdquo;式的中学校。
我这时的文学活动主要有三方面：研习宋词，写散文，练习翻译，都在校刊上发表过。
我还试用英文译冰心的短篇小说。
而且，对红学研究，那抽端引绪，也是在这个时期。
　　但是我们的学习、生活，不是十分安然的，侵略者的炮火硝烟味，似乎一天比一天地浓而迫近了
。
那时南京政府的&ldquo;不抵抗主义&rdquo;激起了我们这些青年的强烈愤慨。
一个寒假，我们一小群学生放弃了&ldquo;回家过新年&rdquo;的乐趣，南下请愿，可是铁路局不让我
们这群孩子上火车，我们就下定决心用腿走。
整整走了一夜，清晨才到了杨柳青。
找了一个小学校&ldquo;打尖&rdquo;休息。
一看外衣领子，自己呼出的气息已经在上面结成了一层很重的&ldquo;霜雪&rdquo;&hellip;&hellip;　　
我们这级高中生，后来在韩柳墅当了&ldquo;学生兵&rdquo;，跟二十九军的营连排长们接受军事训练
。
除了对待学生是客气得多、照顾得周到之外，一切体制都和真的新入伍一样，剃了头，穿上灰军装，
发真枪（只不给实弹）。
整天一刻不休地到旷地去学打野战，什么&ldquo;散兵线&rdquo;呀&hellip;&hellip;当时都很熟悉了。
我的饭量大得自己吃惊，后来告诉家里人，一顿吃六个大卷子，都不信，说我说得太玄。
　　这时已到了芦沟桥事变前夕了，二十九军考虑到我们这一大批学生的安全，只好解散这个特别的
青年军营。
我们刚去时，自然并不都&ldquo;舒服&rdquo;，可是到了这时，我们都被集中到大操场，官长正式宣
布因为侵略者的逼近，为了同学们的长远抗日救国的前途，决定解散时，泪随声下，我们一齐都哭了
。
　　我还记得那些军官给学生扛行李上车时，我们拉着手依依难舍&hellip;&hellip;　　爱国，对于我们
这样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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