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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毕业后在报社、杂志社供职，同时兼任
北京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副校长。
这期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
与当时的学者大师、文坛泰斗、艺苑名流建立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北大的名师和校友名人频繁接触
，成为忘年交。
现将访问北大的名师和校友名人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做一个概括的疏理，得四十九位先生的影像和说明
文字，编辑成书，即《北大访师记》。
我以为我是赶上了一个特殊的好时代，80年代的特殊背景使我不仅能在北大课堂上学习求知，而且能
在课下求教于北大大师们的门下，还能以北大校友的名义拜访我久已心仪的北大校友名人。
这种访问如一盏盏明灯，给我的人生规划带来新的天地，对我的人生给予无穷的启示。
可惜现在的年轻学子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对于北大的名师和校友名人的这种访问，我开始是有意的，有时还带着任务（写作访问记，发表于报
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熟稔，我与他们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访问就成为无意的生活习惯。
我可以随便登堂入室，与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他们对我完全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我关心着他们的饮食起居，他们关注着我的工作和家庭，时时给我一些建议和帮助。
我沐浴在他们的春风中。
由此有了私密的记录，文字和图片的。
每一幅照片都成为仅有的&ldquo;这一个&rdquo;，镌刻着他们的音容笑貌，辉映在历史的天空中。
在我的接触中，我比局外人更多的是感受了他们的朴素和平凡，他们像我的祖父、父兄和祖母、长姐
，我就是他们的子孙和兄弟。
但他们学问的博大精深和人生境界的崇高伟大却是有目共睹的。
平凡与伟大似乎相距甚远，一个默默贴在地下，一个高高悬在天上。
于是有位作家这样说：&ldquo;伟大原来是个不计局部的宏观把握。
于是，伟大是个无情的东西，由平凡一点一滴积累而成，却要忘却湮灭平凡的一切。
所以，一般人与伟大总有些格格不入，是可以理解的事。
&rdquo;但伟大是生于平凡的。
蔑视平凡的伟大不是伟大，拒绝平凡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
英语&ldquo;ma hal&rdquo;原意为马夫，今指元帅；&ldquo;minister&rdquo;原指仆人，今指部长、大臣
。
&ldquo;元帅&rdquo;出于&ldquo;马夫&rdquo;，&ldquo;部长、大臣&rdquo;生于&ldquo;仆人&rdquo;，
颇值得人深思。
我们倾其一生也许与伟大无缘，永远与平凡为伍，但真正的伟大对我们是一种号召，是一个鼓舞，是
一面镜子，是一个高尚的境界。
正如已故作家汪曾祺所言，泰山既不能进入我们内部，我也不能成为泰山。
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
&ldquo;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
&rdquo;高山仰止，也许是一种大超然。
邹士方2012年2月6日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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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倾其一生也许与伟大无缘，永远与平凡为伍，但真正的伟大对我们是一种号召，是一个鼓舞
，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高尚的境界。

正如已故作家汪曾祺所言，泰山既不能进入我们内部，我也不能成为泰山。
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
”
高山仰止，也许是一种大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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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士方，知名作家、美学学者、艺术评论家、画家、摄影家。
1949年6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7级）。
师从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及美学家杨辛、叶朗教授，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朱光潜、宗白华研究的开
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曾任北京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副校长，《民主》杂志副主编，《音乐生活报》高级编审，《中国画廊》
杂志副总编辑，人过五十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理事，中华湖社画会理事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研究员。
现为《中华盛世》杂志执行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员。

出版著作200万字：美学专著《朱光潜宗白华论》（1987与王德胜合著）、《宗白华评传》（1989），
散文随笔杂文集《春天的问候》（1987），散文集《名人纪实》（1988），散文摄影集《北大访师记
》（2012）。
出版画集《万紫千红》（2004）和连环画《映山红》（撰文1977）。
另外发表新闻、散文、评论、杂文、随笔、诗歌等数百篇200余万字。
《中国哲学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以及冰心、季羡林、端木蕻良、吴祖光、常任侠、李泽厚、蒋
孔阳、管桦、蒋星煜、赵清阁、郁风、张允和、吴小如、刘章对其著作均有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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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铮铮铁骨：倔强梁漱溟
神完气足：三松堂内冯友兰
丰采雍容：王力读书乐
谦恭劲健：作为倾听者的周培源
温馨如昨：阳光中的朱光潜
安详“佛头宗”：冬日里的宗白华
贝叶传经：冯定手捧《平凡的真理》
孤寂而落寞：俞平伯晚年写真
情投意合：冰心的老伴吴文藻
高蹈而深邃：贺麟在宾馆
虚怀若谷：钱钟书的随意照
布衣本色：季羡林的两个瞬间
老而弥坚：侯仁之的工作照
严谨质朴：任继愈的生活照
面团团如富家翁：启功的真实照
实事求是：邓广铭治史
真力丰沛：周汝昌居家照
奇人奇美：飘逸文怀沙
中西合璧自翩翩：绅士罗大冈
学者和诗人：艺术氛围中的常任侠
乐观睿智：百岁数学家徐献瑜
主角形象：李赋宁与外宾交谈
不苟言笑：吴小如做主持人
伉俪情深：访李泽厚夫妇
另类“伟人”像：茅盾在病中
淡泊宁静：冰心在寓中
黑白神韵：病中的沈从文
高昂着的头颅：胡风肖像
乐观谦和：冯至坐拥书城
超凡脱俗：吴组缃的特色照
天真、淘气和幽默：萧乾的笑
惬意悠然：曹靖华和猫
拘谨内敛：卞之琳的逆光像
老与小，相映成趣：杨晦的生活照
个性跃然：李霁野的坐姿照
温文尔雅：翻译家闻家驷
坚定而执着：章廷谦的病榻照
传奇人物：“潜伏者”赵荣声
将军本色是诗人：儒将李瑛
无画处皆有画：刘海粟说艺术
工作即生活：刘开渠在家中雕塑
娴淑端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
困顿和傲气：真我欧阳中石
蔼然似春：与萧劳合影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大访师记>>

大家闺秀：张充和与姐姐元和、允和
“弥勒佛”造像：笑口常开费孝通
传神写照：王昆仑在会上
淡定背后的不平：风云罗章龙
实活中：中庸张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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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第一次拜望冯友兰先生是同北大77级同班同学一起去的，那是由我们的小组长杨利川同学安排
的。
我与杨利川住同一宿舍，关系很好。
我知道哲学大师冯友兰是我们哲学系的教授，但我们1978年入学时，他已不上讲堂，无缘相见，觉得
遗憾。
1980年春天，有一天我同杨利川谈起这个遗憾，杨十分热情地说，他可以帮我安排见见冯先生。
我喜出望外。
5月的一天下午，在杨利川的安排下，我们小组一共八个同学到燕南园拜望了冯友兰先生。
走进小院，就见到几棵碗口粗的松树。
后来知道因为这松树，冯先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三松堂。
院子不大，安静而整洁。
一座联体小屋现于眼前，屋多窗。
杨利川敲了屋门，冯友兰先生的女儿、作家宗璞出来开门。
她戴着一副眼镜，十分儒雅。
说不上热情，但礼貌周到。
她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弦上的梦》我早已读过，因此对她有一些亲切感。
她把我们让进客厅。
客厅是地板地，家具古色古香，多宝格里摆放着一些年代久远的瓷器工艺品，还挂着一只精致的小葫
芦。
几个沙发平添了现代气氛。
不一会儿，宗璞陪着父亲从别的房间来到客厅。
冯友兰先生笑容满面，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
他身穿一套合体的布衣布服，整洁、干净、利落。
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神完气足。
那时他还没有留胡须，所以没有仙风道骨的感觉。
他与我们聊北大的历史，讲述北大的一些往事，他拿出一张他与老师、同学们的合影给我们看。
照片都发黄了。
他说他是北大哲学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粱漱溟先生则是他的老师。
我当时拿了同学一架苏联的135老相机，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
由于室内光线较暗，相机又没有闪光灯和三角架，所以我用了大光圈（4.5）慢速度（1/15秒）抓拍。
冯先生与同学们一起看照片的几张曝光不足，画面也有点虚。
冯先生个人的几张只有一张令人满意，那是他右手抚肩，左手抚沙发，爽朗大笑的瞬间。
人物表情、动作自然传神，场景氛围十分贴切。
这是我为冯友兰先生拍的第一张成功的照片，可能也是所有冯先生照片中最生动的一张。
因为我看过他许多照片，还没有这样生动的生活照。
这也是我生平第一张人像作品。
在没有任何支撵点的情况下，完全手持相机，居然没有颤动，看来我的技术还算过硬。
访谈结束后，冯先生和宗璞送我们到屋外，宗璞为我们八个同学与冯先生拍了一张合影，冯先生身板
挺直，还是那么笑容可掬。
后来我把这张照片给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看，他作了这样的评语：&ldquo;这幅作品拍出了整天在抽象
思维中生活的严肃的哲学家的慈爱风趣的一面。
完全用室内自然光拍摄，十分不易，背景处理也符合人物身份。
&rdquo;1981年10月我手持自己购买的《宗璞小说散文选》（北京出版社出版）到冯寓，请宗璞为此书
题款签名。
以后我同她通过几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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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的字很有骨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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