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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再版序言
二oo六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克异小说集《网和地和鱼》，我因此认识了《重评(网和地和鱼>》的
作者张毓茂同志。
之后翻阅旧记事本，才发现我在一九八八年编辑出版《李克异研究资料》时早已和毓茂同志为组稿之
事通过电话。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克异在创作《历史的回声》时突因脑溢血倚墙而亡，当夜我即伏案为他补写
完他终于斯的前二章，次晨按时寄发《收获》杂志去发稿。
那段时间我满脑子只为完成克异遗愿，忙于编辑出版了他的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七九年的遗著，一心
想把他的所有“生命的记录”：他的文学作品尽快奉献给广大读者，因而忘怀了一切。
今天重读毓茂同志的《重评》才深深地感到这篇评论对克异的为文为人的理解何其深刻，文章立意对
改变一个人的客观评价又何其重要!我很诧异自己的忽略、遗忘，深深自责。
毓茂文中深刻地提出了小农经济私有意识改造非一朝一夕之艰巨性，这在当年和当今也是独具胆识的
认识。
之后我又读到毓茂同志其它文章，尤其他在一个集子中写的“人与人之间”，他对文学家们的不同的
思想信念、不同的生活境迁和坎坷命运，对这些文学家们之间的互相认知、感情异同、交往纠葛——
如写《鲁迅和郁达夫》、《肖军和王实味》、《鲁迅和郭沫若》等等篇章，他笔下的人物描写如见其
人如闻其声。
事件叙述细腻真切、出神人化。
史实的是非评介公平公正、一丝不苟。
不知作者厚积了多少功力，才显现出如此生动感人的认知智慧。
我抒发对这位少有的现代文学评论家的所感和再版《历史的回声》有关系吗?有。
毓茂同志为人正直谦虚，他在第一封来信中说：“克异先生是我尊敬和爱戴的前辈作家，他尽管一生
坎坷，但在文学创作上却取得卓越成就，最后竟执笔伏案而终。
有人说克异先生就像古代英勇的斗士拄着剑倒在战场上!⋯⋯，，这非
常形象的一说触动我回忆起了当年。
——我在一九八0年国庆日为《历史的回声》广东版写《后记》时这样写过：“克异的最后两年是‘
壮心不已’的两年，他在日记中有感：‘读陆务观诗：‘‘如今历尽风波恶，飞栈连云是坦途”。
“耍笔杆’’从此以后不再是“罪名”、“贱称”、“贬辞”、“恶谥”了’。
他得到了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马列主义者的同志式的爱护、关心和支持。
(尤其是当年任广东省委文教书记的吴南生同志亲自通知珠影厂党委书记蔡辉同志关心一下厂内“编余
人员”李克异的文学创作，老实敦厚的老干部蔡辉同志立即执行；突然好事重重，三个出版社来函或
来人索稿，南生同志特批克异的《历史的回声》在广东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
)他最终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北上创作的机遇和时间。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民的公正、历史的公正，体会到了党和国家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克异的
创作灵感如火如炽，他是沉浸在创作灵感的诗意中欣然而逝的。
他的猝死虽使亲者痛，然而，克异一生对待文学事业严肃而执着，他终于为党的文学事业伏案而终，
端坐而亡，又何其壮哉!”但是，他的创作宏愿终究未全部完成，对于他的一生挚友的我来说是痛心的
遗憾。

《历史的回声》第一版出版至今已有二十六年，当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小楼”和我共同经历过
此书的创作出版历程、共同感受过克异的昂扬心境、宏伟构思、创作激情和他的猝死的前主编王维玲
、责编李裕康等同志，大家这些年都经历过生活剧变，人事沧桑(当时责编之一黄伊同志已仙逝，祝他
安眠)!我们因《网和地和鱼》的出版又联系上，谈及《历史的回声》，都希望好书再版。
维玲同志身体不好，还主动的去和现在负责社务部总编室的王伊伟同志去说，王伊伟同志及时向社领
导汇报并知会了负责再版书的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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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张正同志早已来电话关心询问。
这种种认真负责、亲切友好的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了当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新气象。

更令我感动的是以负责“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领先于北京的石景山区政府区长助理、区发改
委主任、三十四岁的青年万新恒同志，他早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就首先推出并主编出版过激情满怀的《
信息化校园：大学的革命》一书，是一位胸怀壮志的共产党员，更是典型地喜科学畅想又务实求真，
既热情奔放又谦虚谨慎的新型青年领导者。
他知道《归心似箭》影片作者李克异，偶然读到我送给小外孙汤启正的一本《历史的回声》，我在书
中夹着一张硬纸条，上面写着“启正：爷爷(你也可呼外公、姥爷)就是在改写到这137页第二章第六节
第十四行的这句话：“你知道这都是命”时，“命”后的惊叹号来不及写，他觉得病痛疲倦，马上坐
到桌边床上倚墙而亡。
这一天是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
这件事使得这位全国青联委员、北大计算机系博士、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博士后产生了按捺不住的进发
出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真，他立即要去这本《历史的回声》，去找他的好友们。
他们很快地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联系上，《历史的回声》在新型的合作关系中迅速再版。
如此行动迅速、如此直截了当、如此可敬的善良人性、敦厚人情，对已逝去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重
视，他们的作风如火如风，是冬天的火、春天的风，使我这八十二岁的
老人甚感欣慰。

我记得在一九九九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主持范智红同志编撰的《袁犀代表作》(这是“袁犀”这个笔名在
社科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百人丛书》中首次出现在读者面前。
)出版后，为感谢小范，我曾写信给她：“当你看见天上的流动浮云，感觉到有春风拂面时，那就是克
异(袁犀)在向你道谢!”我今天也把这句话献给热情的使《历史的回声》更嘹亮的响彻人间的朋友们。

姚锦
2007年4月5日(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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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李克异,笔名袁犀,辽宁省沈阳市人,1920年8月生,1979年5年26日猝死于创作案头,终年59岁.
1939年,他曾在京沈两地从事抗日活动及进步文学活动.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于三十年代中期,在
读者中产生一定影响.小说后被敌人查禁.不久他被捕入狱,出狱后以写作谋生.1945年春地下党委托他办
文艺刊物,11月通过地下党从敌占区北平奔赴晋察冀解放区,继而转战三江.他先后担任过东北密山,桦川
县副县长,副刊主编,冯仲云秘书等职.全国锦旗后,他曾担任北京特派记者,通讯报导组组长,工人出版社
文艺组及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等职.
继小说集之后,又出版过等短篇小说集;发表过中篇小说等篇;出版了长篇小说.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及抗
美援朝报告文学,战地通讯,散文等.翻译出版过日本共产党员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及进步作家德永直短篇
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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