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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谚：女儿是爸爸贴心的小棉袄——这民间的大俗话说得太好了，太实在了。
　　这套书烫手，看了，血液循环会加速。
丛书里所记叙的几位已故文化人，长期生活在上海，他们的女儿从各个角度：历史的、文化的、亲情
的、友情的⋯⋯感性又细腻地追忆了父辈们过往的成就或背后的故事，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史增添
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这真让我高兴。
我为这些父亲的女儿们叫好。
　　作家、出版家靳以因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只活了50岁。
医生说他的心脏扩大到极限，而女儿章洁思却说：爸爸的大心脏是装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他以自己的
心点燃读者的心，照亮他们前进的路。
他一生中写了40本文集，编了大大小小几十种刊物。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封掉他一个刊物，转眼间，他又出了一个刊物。
他与巴金共同合编的《收获》，至今还是享誉天下的刊物。
书比人长寿。
人们不会忘记靳以。
　　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也是画家。
她爸爸在石门缘缘堂窗下工作的背影，已经深深定格在女儿心中。
抗日战争初期，他们本以为日寇不至于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了，可是窗玻璃被震了，敌机的盘旋声也
可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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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书系之一，主要向我们展示了著名编辑出版家赵家璧的人生传奇。
    赵家璧（1908～1997）：著名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
上海松江人。
中学时代开始主编刊物。
大学期间应邀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中国学生》杂志。
大学毕业后，历任良友公司文艺部主任、副经理、经理，编辑、出版了《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
书》、《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库》等20多部丛书。
1946年后与老舍合办晨光出版公司，任经理兼编辑，出版有《晨光文学丛书》、《晨光世界文学丛书
》以及多种版画集和画库。
1954年调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摄影编辑室主任，策划、编辑了《苏联画库》、《新中国
画库》等大量摄影作品和摄影理论书籍。
1959年调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分管外文编辑室。
1972年退休后，参加上海市政协编译组，用集体笔名“伍协力”翻译E·斯诺的《漫长的革命》和《
艾奇逊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
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他所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皈史上的一座丰碑。
曾获中国出版界最高荣誉奖“韬奋出版奖”。
    著译作有《新传统》、《欧美小说之动向》、《月亮下去了》等，回忆录有《编辑忆旧》、《编辑
生涯忆鲁迅》、《文坛故旧录》、《书比人长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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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修慧（1936～  ）：赵家璧之女。
15岁时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在第二军医大学护校学习。
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任护士，其间曾在护理杂志上发表护理方面的论文。
1969年复员，在工厂任厂医。
1991年退休。
2000年后，陆续在《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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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百岁女作家罗洪题签：“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女儿是爸爸贴心的小棉袄（代序）/黄宗英策划人语生
在松江——父亲的童年时光初展才华——父亲的中学时代与书同寿——父亲的编辑生涯　他的理想是
当一个文艺图书编辑　他的理念是当一个主动的编辑　他想着作家，作家想着他　摸准时代脉搏，把
握读者心愿与《良友画报》的一世情缘现代文学的“万里长城”——父亲与《中国新文学大系》　一
个年轻编辑的梦想　大师、名家纷纷伸手提携　出版、发行、广告，全程参与　谁来主编《中国新文
学大系》的续篇冒险出版丁玲的《母亲》　《母亲》第一部未写完，丁玲被秘密绑架　父亲冒险为遭
绑架的丁玲出书　父亲巧妙应对闹剧，鲁迅真诚关心丁玲　父亲鼎力相助，再出集外集　话当年，丁
玲方知四十三年前发生的事蔡元培与父亲的文字缘徐志摩与父亲的师生情　慧眼识好马，师生文字缘
　悲怆失恩师，以书作祭礼　历经五十年，全集终问世与老舍合力办“晨光”　父亲心中最可信赖的
朋友　用“相见以诚”合力办晨光出版公司　经营晨光出版公司八年业绩显著　舒乙说：“应该为晨
光正名”为巴金六部传世名作当编辑靳以、巴金、赵家璧在编《文季月刊》的日子里源自“良友”的
七十年情谊——父亲与马国亮父亲对文学前辈郑伯奇的一片真情黄源伯伯是父亲的党内知已钱君勾与
父亲的半生交情两个松江人，一对板烟斗——父亲与施蛰存的同好第一幅鲁迅版画像是谁制作的徐志
摩与陆小曼俩的纪念册今安在一份在洋招牌掩护下出版的抗日画报潘公展缘何给父亲写两封信读王仰
晨给父亲的十二封信父亲的木刻连环画情结　恩师徐志摩引父亲步入西洋美术之殿堂　追随鲁迅，为
国人引进西方木刻艺术　探索木刻连环画改革之路　情系《中国版画史>四十余载一个爱好摄影的编
辑家难忘“伍协力”父亲与内山书店魂归——父亲与上海鲁迅纪念馆　四十九封鲁迅遗墨获得了最好
的归宿　鲁迅纪念馆让父亲重新获得了勇气和力量　“朝华文厍”的建立买现了父亲的遗愿《编辑忆
旧》出版的前前后后住在大陆新村四代光华情能干的妈妈享福的爸永远想你，我的“好爹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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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初展才华——父亲的中学时代　　因为接触了从上海来的文化名人，看了上海出版的文学书籍、
报纸杂志，父亲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到上海去念书！
”　　1923年父亲从高等小学毕业了，他正式向母亲和祖父提出到上海去读中学的要求。
母亲舍不得独生子离开，但她在家里没有权，只能把渴求的目光转向公公，希望公公能镇扼住儿子这
种非分的念头。
　　我的曾祖父希望孙子能光宗耀祖，也明白接受良好教育的必要，但两个儿子客死他乡的悲剧，他
记忆犹新。
他想再等几年，让孙子再长大一些、再懂事一些再去。
这孩子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鞋带散了还要别人帮着系，一个人到了大上海的十里洋场，被人欺
负怎么办？
生病硌痛怎么办？
学坏了又怎么办？
曾祖父思来想去不放心。
可是，我的父亲自己已在上海民立中学报了名，并被录取了，不依不饶地一定要去。
做爷爷的看着孙子这样有志气（松江话有出息的意思），心软了，同意了。
但左思右想还是不放心。
突然，曾祖父想起在上海有一个在县衙门做官的陆姓朋友，何不问问他呢？
说不定他肯帮助，照顾一下他这个宝贝孙子。
陆先生一听说，便满口答应。
于是，开学前曾祖父亲自把孙子送到南市小东门陆家。
从此父亲便寄宿在陆家，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
　　陆家的宅院比父亲松江的宅院小多了，只有前后二进楼房和东西两厢房，中间是个大天井。
老先生有两房妻室，她们是一对亲姐妹，姐姐生有四个子女，妹妹没有生育。
最大的儿子名修之，比父亲大10多岁，已经结婚；二姐郁文虽已出嫁，但父母宝贝她，用红木家具在
家给她布置了一间新房，夫妻二人常住在娘家；三哥受之，喜欢唱京戏，一个人拿起一把扫帚，也会
在天井里舞弄一番。
他已经说好了对象。
四妹祖琬，也就是我的妈妈，那时才12岁，因为比三哥小了8岁，一家人都宠着她。
父亲来到陆家，三个兄姐都叫他“家弟”，对他生活起居颇为关照。
只有四妹，不喜欢这个穿土布长衫，蹬黑布鞋，长得又瘦又黑的乡下孩子，变着花样欺侮他。
父母让她叫父亲为“璧哥哥”，她叫他“屁哥哥”，但父亲不生气，也不在乎。
他从小没有兄弟姐妹，生活孤独无趣，现在有这个妹妹逗乐，他觉得真是太好玩、太有趣了。
　　陆家的生活和松江也不一样，虽然都是大户人家，天天有肉吃。
在松江吃肉，肉都要斩过，不是肉丝，就是肉圆子、饭蒸肉、百页包肉；而陆家吃肉都是大块的：红
烧肉、白笃蹄膀，即使是斩碎肉做成的圆子，也大得改名叫狮子头了，还常常整鸡、整鸭地往桌上端
；父亲在家时，和长辈一起吃饭得等长辈给夹菜吃，而在这里，任孩子们自己挑喜欢的吃；在家时，
只有在节庆日长辈们才喝些酒，而在这里，老先生高兴时，就会拿出酒来与儿女对饮。
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父亲认真地读书，度过了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期。
　　父亲在民立中学读了一年，这一年中，他接触了上海社会，知道上海最好的中学是洋人办的圣约
翰中学，最好的大学也是圣约翰大学，从那里毕业后可以一步踏入上层社会。
他心想，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宁愿牺牲一年，也要进入这最好的中学。
他心想事成，圣约翰中学录取了他。
但1924年发生了齐卢之战，他不得不回松江，在松江维泗中学补读半年。
1925年春天才入圣约翰中学读一年级。
他在中学时国文和英文的成绩很好，兴趣也高；数学他不喜欢，考试是通过的，但很快就忘掉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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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几个子女小时候数学课有问题是从来不去问他的。
　　父亲在圣约翰中学读了不到半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上海2000多名学生为抗
议日本资本家枪杀罢工工人顾正红，举行集会时，遭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死伤数十人。
这一事件引起全国公愤，各地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
圣约翰大学及中学的学生们于6月3日聚集在广场上，准备悬挂半旗为死难同胞致哀，哪知美籍校长卜
芳济当众撕毁我国旗，此举激怒了学生和老师们，300多名师生一起愤而离校，决心再也不接受帝国主
义的奴化教育，中国人要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此后，由离校学生家长张寿镛、王省三等爱国人士发起，征地、征房、集资、招聘，短短的不到三个
月的时间，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光华大学”在上海成立了，大学还附设中学。
　　秋季开学时，父亲进入光华附中高一年级。
当时入学的还有其他教会学校的爱国学生。
新学校充满一股奋发图强、拯救中华的爱国热情，圣约翰附中转来的同学更是活跃，处处带头。
新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自发地要求在认真读书外，为社会、为学校多做贡献。
父亲积极地参加学生自治会的活动，担任学生会出版的中英双文字校刊《晨曦》的编辑工作。
1926年1月20日，《晨曦》第一卷第一期出版了，封面上印着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自治会编辑部编。
父亲撰写了《发刊词》。
当时有编辑4人，父亲任书记。
在这一期上刊登有他撰写的《王德尔著（陶林格兰画像画）之介绍》，因为文章长，分三期连载。
5月1日《晨曦》第二期出版，父亲撰写了《卷头语》，这时他任中文部主任。
6月1日《晨曦》第三期出版，内刊有父亲翻译的法国莫泊桑原著《爱》。
7月1日《晨曦》第四期出版，父亲撰《编辑余谈》。
此后，学生会改选，父亲当选为校刊总编辑。
校刊原来按教会学校惯例，分中、英文两部，在反帝爱国的思想影响下，父亲大胆决定取消英文部，
扩大中文部，每期十二三万字，主要由本校师生撰稿，并改为《晨曦》季刊。
11月20日第二卷第一期出版，父亲又撰《卷头语》，发表他译的《奥德赛本事》，并用笔名赵筱延写
了《青年之自杀问题》。
他的文章都是自己的学习心得，有介绍英、美作家的，有自己翻译的但丁、王德尔、莫泊桑的作品，
共约六七万字。
　　当年，几个中学生能编辑出版一本这样规范的校刊，全靠热心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他们聘有4位老师任顾问。
老师没有包办代替、发号施令，而是放手让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审稿批阅、编排校对、发行核算，都是学生们自己做的。
老师仅仅指导学生如何去向合适的师生组稿，如何排列目录，重要的文章去请哪位顾问做决断。
学校总务科的老师介绍父亲到浙江路华丰印刷所去接洽《晨曦》的印刷事宜。
父亲到了厂里，看到从机器中不断吐出的一张张散发着油墨味的彩画，兴奋极了。
他心想：一张画，就这样变成了一千张、一万张，传到千千万万人的手中。
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
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
我爱这一工作，我想将来就干这一行！
　　《晨曦》改为季刊后，增加了篇幅，且彩印封面，扩大发行，面向社会。
这时学生会的经费不够开支了，父亲就去请教一位工商管理专科的老师，老师建议他向同学家长中经
营工商业的或挂牌行医的招揽广告。
父亲这个总编辑便兼了个广告部主任亲自到冠生园、商务印书馆等大企业请赐刊登广告。
这就保证了《晨曦》经济上的平衡。
同时由老师出面，请全校同学推销校刊，并承诺，推销者可得书一册，于是，全市各学校、图书馆、
书店等都有《晨曦》经销处，一本小小的中学校刊就这样被推向了社会。
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全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中，《晨曦》也排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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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看后说：“我一生中能为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出一点微力，根是扎在光华附中的，我忘不了光华
，我更忘不了光华的老师们！
”　　1928年春，父亲进入了中学生活的最后半年，当时毕业班学生都要出纪念册，他们中学部就与
大学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编委会，合编《光华年刊》，大家选父亲担任印刷主任，由他负责年刊的印
刷出版工作。
他去了商务、中华等几家大印刷厂估价，因索价太高没有谈成，同班广东籍同学蔡显敏（上海南京路
新雅酒楼老板的儿子）介绍父亲到广东人伍联德创办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去试试。
接待父亲的是专管承印业务的谢志理先生，谢先生年轻干练，开价合理。
生意谈成了，良友公司保证半年内出书。
于是父亲每隔两三天，就拿着年刊的文稿、照片往良友公司跑，有时在那里看前次发排的校样，有时
自己到排字房去看拼版，到印刷机房看全张大样。
一本300多页厚、铜版纸的豪华年刊，不到三个月就全部印制完成，大家都很满意。
从此父亲与这位广东青年交上了朋友，而且和营业部、编辑部、排字房、印刷厂所有的人员都能称名
道姓，寒暄几句；最后他和经理伍联德也一见如故，相互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等到《光华年刊》结清账目，父亲向同人们道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他与书同寿·赵家璧>>

编辑推荐

　　这套“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书系第一辑选择了上海地区若干已故文化名人作为追忆对象，他们
是丰子恺、孔另境、赵家璧、章靳以、王辛笛（按出生年月先后排序）等，由其女儿撰写父亲和父辈
的故事，配以大量的珍贵照片，通过女儿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情感，真实地书写过去，捕捉其父亲闪
烁光芒的瞬间，使读者对曾为20世纪上海文化做出贡献的一代老人的历史有更多的关注和了解，这也
可为提升上海文化的形象、保留真实的过去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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