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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民晚报》原总编辑、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束纫秋先生，在他非凡的九十载人生旅程中，
后大半辈子几乎都是在晚报岗位上度过的。
他对中国晚报事业的贡献，委实达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程度。
老束为人低调，处世谨慎，不事张扬，他对晚报事业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隋，全部倾注在平素对工作
“安心、热心、专心”的实际行动之中。
这“三心”，可以说是老束对社会格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最好诠释，也是他成功人生的
真谛所在。
安心全心全意，心无旁骛，这是事业有成的基本条件。
相反，三心二意，心猿意马，只能于事无补。
老束深谙此道。
他从1957年6月进入《新民晚报》的那一天起，就作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思想准备，确立了爱
岗敬业的志向。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与《新民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从38岁步入报社大门办报，到90岁
病重住院期间，把用放大镜看每天出版的《新民晚报》作为自己唯一的精神需求，并关注报社的发展
变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可以说，他伴随自己所钟爱的晚报度过了后半生52个春秋。
办报，原本并非老束的爱好和优势。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还是个热血青年的时候，就从事进步文学活动，酷爱小说创作，并且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他相继推出的小说《投机家》和《节日》，蜚声文坛，受到高度评价，解放后被收人权威的丛书《中
国新文学大系》。
然而，在他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时候，根据工作需要，他二话不说，愉快地听从了组织的安排，从自
己所熟悉的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来到一切从头开始的《新民晚报》任职。
在担任该报党组书记、总编辑的近20年间，他忠于职守，殚精竭虑，无论是五六十年代坚持晚报政治
方向，团结新老知识分子，贯彻赵超构办报思想，发挥《新民晚报》传统特色，还是在80年代受命于
困难之际，领导《新民晚报》成功复刊，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开创报纸全新局面，实现班子新老交替
，乃至在为全国晚报事业作贡献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与敬重。
在安心本职工作上，老束是如此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对同仁也莫不如此。
我到《新民晚报》任职后的不几天，他就约我到他家里进行了一次灯下长谈，实际上这是给我上的第
一堂人门课。
当时谈话涉及的方面很多，但最核心的内容是告诫我尽快安下心来，千万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山
望着那山高，要做好干一辈子的思想准备。
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此次谈话后不久的一个周日，中午出报后我刚回到家中休息，想不到老束会一个
人摸到我位于成都南路附近的住处，实地了解我的住房等情况，原来这是他在帮助我解决后顾之忧。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曾有两次工作可能变动的机会，老束知道后开诚布公地对我说：“如果你想升官
，我不会阻拦；如果想搞业务，最好还是不走！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纫秋兰以为佩>>

内容概要

家父在2006年召集过我们兄妹四人开了一次家庭会，专题讲述了家世家事。
我们作了录音整理，今大致以内容的时间为序，划为四块，分别作为这本纪念集当中“海上新人”、
“荆棘文人”、“新民报人”和“一家亲人”的领首篇。
当年在回顾性讲述时，家父也对自己和家庭的“今后”作出了判断、展望和交代。
那一年，家父已近米寿，他对自己的状况还是信心十足，他表示并不奢望活过百岁，但“90岁应该没
问题”。
可是，就在90岁时，他的健康如其所料，“也许会有突发情况”，果被言中，无奈在医院卧床半年有
余，终无再延寿，惟抱憾离去。
    家父辞世后，文新集团、《新民晚报》举办了庄重的告别会和追思会，各级领导、报业同仁、文界
友人以多种方式对他的逝世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尤在各媒体屡发纪念文字以示缅怀，皆令我们当儿女
的感激不已，并产生将悼念资料汇拢成册，编一本纪念集出版的想法。
在开始收集整理相关图文的过程中，我的深圳挚友胡洪侠提出新类的编纂创意：将纪念集拓展内容，
调整结构，不搞成单纯悼念类的普通纪念集，而尝试做本可展示家父一生轨迹的传略型纪念集。
于是，便在原先操作的基础上，再做新的素材增补和图文布局，终于形成了目前的这本具独特样式的
纪念集。
由此，纪念集所收的图片文字在序列安排上，皆视结构内容之需而执“多元”规则，或按历史时段，
或顺刊发年月，或以主题归类，或照文体区别，或依作者辈分，或序姓氏笔画，全以尝试此纪念集之
“独特”为宜。
    这本纪念集的纪念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
纪念集以家父九十年的经历为主线，选取其一部分代表性文选和领导、同事、好友、亲人等的回忆、
追思、缅怀、评述文章为内容，借助其人生各时期工作、社交和生活的图片，努力客观、真实地记录
家父的人生轨迹，梳理家父的人文奉献，勾勒家父的人品格调，以寄托众人对束纫秋先生的思念之情
。
所有的文字，所有的图片，都饱含着我们对逝者的缅怀，哪怕是家父自己留下的文字和图片，在我们
选编的过程中，在我们阅读的反复中，也都会浓烈地勾起我们对他音容笑貌的怀念，对他言行举止的
联想。
    而这本纪念集的历史价值则更可另加珍视的，这不仅是对于我们“家人”而言，这对于我们“文人
”、“报人”、“友人”而言，也是同样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让家父的人生出离了纯粹意义上的“老百姓”范畴，使他在家庭里、在社会上的角
色都抹上了“非普通”的色彩，也给他的人生历程灌注进了“非普通”的成分。
当然，他虽然已不是“不见经传”的平凡人，但他也绝然不是“如雷贯耳”的闻名人，且他自觉秉持
的始终是“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样的“非普通”，就使这本纪念集又成为了对特定时期、特殊时代历史面貌、历史环境的“私家”
史注，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纪念集里所有回忆文章的作者，都是历史事实的直接记录者，一手的、
独家的、现场的、亲历的，都在提升着真与信的标杆；纪念集里的所有文字和图片，也自然成为了一
些历史事情(也可能是事件)的重要的一角，或可靠的辅证，或有价值的资料与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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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这本小册子如果也能算书，那末也是有“巧”，有偶然而成的因素的。
“巧”在“孤岛”前后时期，我都在上海。
眼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八一三”前夕的种种挑衅，发动事变，国军的抵抗和被迫西撤；风起云涌的
群众性爱国运动；被日寇践踏中的闸北、南市等地的大火；“孤岛”里的政治文化等爱国活动；敌伪
反动势力的渗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孤岛”的淹没；铁蹄下的上海；荒淫、无耻和饥饿反抗
中的上海；侵略者的投降；“重庆客”的来临⋯⋯对八年抗战来说，上海也只是其一个侧面，我经历
其“全过程”；当然也很难判断这是“幸”还是不幸。
对于这一些，如果有“大手笔”，能以长卷记录下来，我以为也是有历史意义的。
当然，讲到反映抗战这段历史，正卷自该是以延安为代表的“主战场”，“陪都”重庆以及其他一些
抗战地区，自也是重要阵地。
但如要讲一讲另外一面的特殊战场，那么上海就有其作为“另册”的意义；虽然简单说来，这里是属
于“地狱”性的。
然而，天堂和地狱总是相对存在的，否则也构成不了神话里的全景。
可惜的是这些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描述和记录，以致有些历史的罪人，还妄图利用人们头脑容易健忘的
弱点，打算用咬文嚼字的办法，来抹去被血和火写下来的历史事实。
但不要紧，历史事实总是铁铸的，相信将来总会有人补写出来的，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段历史里，国军是撤离上海了，上海是成为“孤岛”了，后来甚至更坏，算是“沦陷”了。
但党和进步的人们并没有全部转移；“孤岛”还是有航渡可通；上海仍然是中国人的，因此还是有火
。
“写上海”，就是当时革命文艺工作者提的一个要求。
作为一个年轻的群众，当时也被动员进入这一工作。
当然尽其所能，也只能做一些小小的涂抹而已。
但这也并不安宁。
首先是“岛”上的风云形势不断地在变，从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到“默默无声”的各种争斗，而后
又是一长段曲曲折折的道路。
不单描绘的内容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迁而需有所选择，甚至采用的形式和色彩也都要改貌换颜。
因为这终不同于过了一个朝代再补写历史，那可以畅所欲言，毋用回避；这是在描述“此时此地”，
势用“曲笔”。
因而有不少同志，都不得不为此“隐姓改名”，埋首工作。
当然，根本无姓名可“埋”的，就获得比较多的“自由”，这本集子里的一些涂抹就是当时还能“自
由”见一见世面的记录，但实际仍旧是在极不自由环境中产下的畸形儿。
回顾起来，在那时候，写下这一些文字，也确有偶然的因素。
因为写这些零乱的记录的出发点，实际并无充当文艺作品的打算，只有一些先是爱国后有愤世的触动
，因而也成了“文章”。
若说今天把它们收集起来还有点什么意思，那就算是有些“速记”，或叫某一个侧面。
整个内容说不出有什么“体系”和计划，短长也很不一；个别有点激情，大部只是忧伤。
这是随时期的转移而变化的，也表现了记录者思想的脆弱。
各篇大致是按故事发生的先后排列的，如定要说出个究竟，那么开首还记了一个公开爱国的余波，以
下便进入灰暗的世界中去了。
最后，我们也看到侵略者倒下了那一刻。
现在看来，基调过沉，说明记录者的生活面的狭仄，但多少也是那种太沉的日子的影响。
有一个时候，也曾想有计划有系统地注意一些材料，记录一点有影响的景物。
比如在《投机家》这篇小说的题目下，就有一个副题：“国难在上海之一”。
这表示了打算写一组这种材料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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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确曾陆续写好了几篇。
但黑暗已经到来，争取公开发表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束之高阁”，期望“天亮”。
解放以后，当然是“朝前看”，不宜再谈这些旧事了。
“文革”一来，干脆“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一抄了之，永不复生了。
当然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并不可惜。
唯一要说的，倒是其中有一个列为“之八”的中篇，有八万字，题名《矛盾》。
是根据上海当年一次职工罢工事件写的，着重写了当时在生活困难威逼下发生的一次劳资纠纷，以及
敌伪势力妄图渗入后又引起的民族矛盾问题，小说描述了被这双重矛盾所构成的复杂斗争的场景和始
末，也反映了一些年轻职工在对付这场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故事。
记得写时颇有些激情，叹息今天已不可能重新再现它了。
集子里仍保留了这个副标题，算是对失去的一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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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纫秋兰以为佩:束纫秋纪念集》编辑推荐：纫秋兰，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著名老
报人，原新民晚报总编辑，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顾问，名誉会长束纫秋同志，在他非凡的九十载人生
旅程中，后大半辈子几乎都是在晚报岗位上度过的。
他对中国晚报事业的贡献，委实达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程度。
 这本纪念集以束纫秋同志九十年的经历为主线，选取其一部分代表性文选和领导、同事、好友、亲人
等的回忆、追思、缅怀、评述文章为内容，借助其人生各时期工作、社交和生活的图片，努力客观、
真实地记录束纫秋同志的人生轨迹，梳理其人文奉献，勾勒其人品格调，以寄托众人对束纫秋先生的
思念之情。
一九五七年六月，束纫秋从上海市委宣传部奉调去《新民晚报》社，任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总编辑
。
他说，社长赵超构是“司令我是“政委”。
他协同“司令”用较短时间，把稳了《新民晚报》的方向，避开了风浪，绕过了险礁，开始了新的航
程。
可是，《新民晚报》行驶到一九六六年，“司令”与“政委”难抗史无前例大风暴的凶残击打，遂痛
苦而无奈地停航了。
一九七二年，束纫秋经历了《新民晚报》停刊、牛棚批斗、下放劳动等苦难后，被“解放”安排到上
海辞书出版社，与“司令”等一批晚报老报人人改行修《辞海》。
一九七八年，束纫秋接任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力挺《辞海》主编夏征农、常务副主编罗竹风
的修订方针，汇全国专家之力，集数百编校之员，不到一年时间完成《辞海》三卷本（一九七九午版
）的修订出版任务，该书获国家图书奖。
一九八〇年五月，束纫秋受命主持复刊《新民晚报》，任党组书记兼总编辑。
他把社长“司令”请回来，定位晚报：呢喃春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司令”与“政委”再度出山，率队新征，从“四大皆空”到“五子登科’，从百万印数到亿万广告
，从领骚沪上到发行海外。
老中青几代报人同舟共济，创《新民晚报》世纪辉煌，创中国报业世纪奇迹。
束纫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
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一年，在家乡念私塾。
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在江苏太仓钱庄当学徒。
一九三七年，在上海的银行当练习生、职员。
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工作部工作。
一九五七年六月，调任《新民晚报》党组书记、副总编辑。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任《新民晚报》党组书记、总编辑。
一九七二年，调至上海辞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十月后，任上海市出版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兼上滴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并为《辞
海》副主编之一。
一九八一年起，主持筹备《新民晚报》复刊工作。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新民晚报》复刊，任党组书记、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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