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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家书》我们收拾爷爷爸爸留下来的东西，在杂乱的文稿中发现了一个塑
料口袋，里面装着爷爷和爸爸“文革”时期一九六九年、一九七0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的通
信。
爸爸一辈子陪伴在爷爷身边，除了几次暂短的分别，几乎没有离开过他。
“文革”期间爸爸去了河南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在干校这三年多的时间，是爸爸离开爷爷最长的
一段时间，也是他们父子之间通信最多的一次。
爷爷有个习惯，每每复完信，来信就随手撕掉。
因此尽管爷爷一生写了不计其数的信，尽管和爷爷通信的人当中不乏他那个时代的名人，但是爷爷没
有留下他们的来信，家里自然也就没有收藏。
常有人会问起这件事，我们刚好借此机会做个交代。
当然也有例外，抗战期间爷爷举家南迁，在四川住了八年。
在那个家书抵万金的年代，爷爷和上海的朋友们的通信被双方编号保存，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渝沪通
信》。
而这次爷爷和爸爸互相保留下来的通信，应该是最多的一次了，整理下来竟有近七十万字。
可见爷儿俩彼此都很珍惜这信件，把它们当做宝贝一样收藏起来，才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他们父子间的
倾心交谈．体会到他们那种非同一般的父子之情。
翻看阅读这些家信，我们好像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爷爷留守京城的日子，爸爸
潢川干校的生活，我们下乡插队的岁月；大到全球．全国，北京，小到东四八条的家，兄弟姐妹，亲
朋好友，同事同学中发生的事情．信中写到的人和事，又一幕幕重现在眼前。
面对善良和天真的爷爷爸爸，看着他们对现时的豁达乐观和对未来的憧憬希望，我们有的不光是愉快
的回忆，更多的是说不出来的沉重。
这其中是好是坏，是是非非，是悲是喜，复杂的心情实在没法用文字来表达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信中的爷爷就是那个时代的爷爷，这信中的爸爸就是那个时代的爸爸，
还有那个时代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真实得没法再真实，确切得没法再确切，而这一切都没法
改变，也用不着改变。
看这些信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一家人就像是爷爷童话
里写的那个被透明的薄膜包裹着的快乐的人，看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都是快乐的，去上山下乡啊，到
五七干校啊，参加拉练啊，等等等等，和后来有的人写到这些事件时，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这可能会使一些人感到困惑和不解，造成这么大的反差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想诠释，也诠释
不了。
如今的我们对那个时候的许多事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却不想对那些事和那些感情全都给予否定。
让当时的美好和快乐就留给当时吧，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不少事情未免幼稚可笑，有些甚至荒唐苦涩，
但是那一切都是真实的真诚的。
其实早在几年前我们就想起过这些信，觉得爸爸在给爷爷的信中写到的于校放牛的生活很有趣很好看
，应该整理出版。
后来在我们的催促下，爸爸似乎也真的又看了一遍这些信，不知道是因为忙顾不上，还是看了之后倒
有了些不堪回首的滋味，他始终冉没有提起这件事，只挑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放在了爷爷的《叶圣
陶集》的书信卷里。
现在我们再看这些信的时候，也没有了最初的那份轻松，多了的是些许的沉重。
但是又觉得这毕竟是“文革”时期的真实的记录，是对历史多少有一些价值的东西，应该把它们整理
出版。
如果爷爷爸爸都还在，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们这样做，为此我们总是有些击忑不安。
我们不知道读者看了这些信以后，是不是依然会像以前那样看待爷爷和爸爸，依然对他们父子两个有
着一些热爱和尊重。
而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却的的确确从这些信里更多了些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的理解和对他们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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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尤其是他们父子间的亲情和对我们这些晚辈的关爱，以及他们以他们的仁爱之心所面对一切人和一切
事的态度，更让我们不知用什么样的言辞才能恰如其分地给以赞颂。
又一想，信既然摆在了读者面前，一切就让读者自己去感觉吧。
我们整理出版这本《家书》。
本不是为着听人们说些赞美之词，只是想让人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有一家人是这样
思考和生活的而它或许能从_个侧面记录和反映了那一段的历史。
这大概是我们整理出版这些家信的最最原始的初衷。
还有几点想在这里说明的：尽管爷爷爸爸保存了这些信，但还是免不了有遗失。
除了遗失的，我们把所有可以找到韵信都编进了这个集子里。
这三年多的四百多封信，除了爷爷装订好的爸爸给他的一九七0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的信以
外，一九六九年爸爸给爷爷的，和一九六九年、一九七O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爷爷给爸爸的
信都是散落的。
父子俩写信，一落款上常常不写明年代只写明月日，有的干脆连月份也不写，于是我们只好根据不同
年代的信纸，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事件，把信一封一封对应起来。
尽管用了心思，有没有对应错的还真说不准，如果哪位细心人看出来了，还望能帮我们指出来。
为了反映和保持那个时代真实的爸爸爷爷，这里发表的几乎是原信的全部，只对有些我们以为需要删
去的地方，做了非常少非常少的删节。
就因为删节得太少，以至使这些信看起来不那么紧凑，不那么集中。
我们甚至担心，其中许多非常琐碎的家事，我们这些做晚辈的看了会觉得很亲切，可是不知道会不会
让看这本《家书》的人感到厌烦。
可是再想想，家信就是家信，就是爷爷爸爸这样的人，在对待家事上也免不了婆婆妈妈儿女情长。
又想，这或许更能让人们看到他们父子不太为人知的另一面吧。
在爷爷和爸爸的信中，常常会提到我们姐弟俩，那时候我们一个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农业工人，
一个在陕西延长插队当农民。
爷爷爸爸对我们的思念和关心，鼓励和教导，也都留在了这一封封信中，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感人至
深。
现在再看看这些信，平添了好多那个时候那个年龄不曾有的感受，复杂的心情一言难尽。
对编辑出版书籍我们都是外行。
在这些信整理好之后，我们请朱正叔叔帮我们看了一遍。
朱正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又是编辑大家，爷爷和爸爸的文字让他看过，应该是可以放心的了。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张秀平编审，她从朱正叔叔那儿听说了我们在整理这本《家书》，
就非常执著地向我们邀约，一定要我们把这本书交给他们来出。
还说一定会把书出好，这样才对得起两位过世的老人，才能表达她对两位老人的敬重，她的真诚让我
们别无选择。
感谢永和的爱人蒋燕燕和她的哥哥蒋新华，帮我们做了大量的文字和照片的整理工作，信件的核实非
常繁琐，而那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看了或许会引起不少读者的回味。
还要感谢爸爸的那些老同事，他们听说了这件事，送来了他们至今还保存着的当年干校的照片，要知
道那个年代照相是一件奢侈和不易的事情，因此就显得尤其珍贵。
叶小沫  叶永和二00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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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叶圣陶叶至善父子1969-1972年京城和干校两地的通信近500 封。
叶圣陶是解放后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叶至善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第一任社长。
1969年，叶至善随团中央下河南潢川干校，父子俩天各一方、人各一地，信来信往，便有了近70万字
的书信。
书稿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是1972年12月21日叶
至善写回家的，不久他就结束干校的生活回家了。
前后历经3年又8个月。
    这是一部纯粹意义的《家书》，当时全无意于发表或让别人阅读，也正因为如此，《家书》就更加
地具有了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见证的价值，给我们留下了呢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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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原名叶绍钧，汉族人。
字秉臣。
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叶圣陶曾担任多项职务。
解放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
他也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进中央主席。
叶圣陶于1988年2月1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叶至善，1918-2006，享年88岁，江苏苏州人。
曾任开明书店编辑。
建国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中学生》主编，中国青年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副主席，
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二届副理事长，民进第七、八届中央副主席。
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著有《失中学的哥哥》、《花萼与三叶》、《未必佳集》、《梦庵》。
曾先后参与和领导编辑大型丛书《少年百科丛书》、《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故事集》、《
儿童自然科学丛书》等。
叶至善还获得中国福利会颁发的妇幼事业“樟树奖”，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老编辑“伯乐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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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家书》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留住那个“特殊年
代”的真实史料——《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编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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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月二日至善：第二封信昨天收到。
虽然想到什么说什么，把你那里的地理环境和工作项目都说到了，很足以满足我们的想望。
字不容易认，但是仔细看看都认出来了。
有两处把“淮”字写成“渭”字，声音相近而误。
先把家里人的情形说说。
我没有什么，坐在室内看看抄抄如常。
上星期又独往三里屯洗过一回澡，饭后就去，到快洗完时才来了另一个客人。
满子近来似乎好些，这是我从她外貌上看。
大概睡眠时间比以前充足些也是一个原因，以前你早出晚归的一段时期，她睡眠太不足了。
佳佳索性终夜跟奶奶睡，省得夜间睡了又搬过去，早上又搬回来再睡一会儿，老小两个的睡眠都得实
惠。
三午本说就要跟他们林场的工宣队下乡（距林场若干里），一面在农村受教育，一面帮做些记录抄写
的事儿。
后来又知工宣队暂时不下乡，就留在家里，到今天也有十来天了。
据说到十号左右就要回林场了。
大奎在北京医院扎针，已经满一个疗程（十次），说得停几时再去扎。
小妹常说起的那种药，前几天托人带到、了。
现在叫“六八一”，表示是去年一月间试验完成的。
大奎在北京医院听人说起那种药，兀真的大姊昨天来，说她的医院里也在推广那种药。
是一种灰白色粉末。
每天服三次，每次两克。
药末放在调羹里，加些冷开水，像水注在石灰上一样，作沸滚状，且发热。
待稍稍冷却，就吞下去。
带苦味，故而加些糖。
闻的时候，觉得那是石灰味。
小妹带来五百克，够吃几十天。
满子为大奎买了一个支在腋下的拄拐，四块多钱。
现在大奎走动，一边掖拄拐，一边支手杖。
我说这样当然方便些，可是总盼望医药有效，从早把拄拐手杖都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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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留住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编辑后记家书，特别是名人家书，
一方面是写作者个人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他(她)们都富有情感和智慧，承载着人世间的亲情和友情
；另一方面则又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因为那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居于庙堂之上心
忧天下的品格使然。
《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一九六九——一九七一)中的叶氏父子叶圣陶是解放后国家出版总署第一
任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叶至善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第一任社长。
1969年，叶至善随团中央下河南潢川干校，父子俩天各一方、人各一地，信来信往，便有了近70万字
的书信。
书信真实记录了他们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大事要事”的应对和处理；书信中涉及他们父子在那个
特殊时代对周围人物悲欢、世态炎凉及其当时的社会动向、思想变化的心态和情感，是反映20世纪中
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双重价值。
因此，《家书》在一定意义上又可视为当时历史的民间口述史。
《家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叙事状物细致人微、生动有趣。
《家书》给我们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极其珍贵的史料。
这又是一部纯粹意义的《家书》。
《家书》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是1972年12月21
日叶至善写回家的，不久他就结束了干校的生活回家了。
在3年又8个月的时间里，父子俩共有近五百封通信，当时全无意于发表或让别人阅读，也正因为如此
，《家书》就更加地具有了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见证的价值。
如叶至善谈他在干校的放牛生活：每天五时一刻起床，顾不得洗脸，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免
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晚上九点钟给牛把了屎尿，一条条牵进棚去，然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大概已
经十点半了。
⋯⋯(42页)现在是早晨五点开始用牛，七点半歇工，九点半又上工，十一点半休息。
下午二点半又上工，到六点半歇工。
这样一来养牛的工作跟着紧张起来，早晨三点就得开始喂牛。
我自愿负责喂牛的工作。
现在是两点三刻起床，三点喂牛，给牛吃铡好的草和泡好的豆饼。
五点牛上工，可以再睡会儿，其实也睡不着了。
早饭以后，清理牛场上的尿粪，切豆饼，挑水，泡好晚上喂的和第二天早上喂的豆饼，在槽里放好草
，为第二天早晨做好准备⋯⋯(105页)这样艰苦单调的劳动，叶至善干了3年多。
何况他此时已是一位年近半百的中老年人！
即使如此，叶至善也不觉得艰苦。
他在一封信里这样说：“能走上毛主席指示的五七大道，心里应该高兴愉快，不应该老想什么苦不苦
”。
(47页)父亲叶圣陶先生在回信中也这样认为：“惟有我国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立即传播毛主席致林
副主席的信，此信为各行各业的人规定了一条五七道路，指出有这样一种大学校，不是与清华、北大
同类的大学而是人人都得入学，人人都得一辈子入学的大学校，不管你这个干部多么高级，也得进去
再受教育。
这个制度之确立，不应写在一般教育史里，而应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里，因为这是超越了一般学校
教育的范畴的”。
(239页)“应该有人出来写一篇《干校无所谓毕业论》。
一般学校有毕业，干校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学无止境，批判资产阶级无止境，改造世界观无止境，
故而无所谓毕业。
即使调离干校，恢复原职务，或者调任新职务可还得像在干校时候一样，认认真真走‘五七’道路，
故而离校也不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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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页)作为一名老教育家，彼时彼刻的心境，正是当时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那个时代的叶家父子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及干部一样，都是这样单纯地想，纯粹地做，大都走过一段
或长或短的迷信和盲从的弯路。
这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家书》。
1966年5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
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信中说：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
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
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五七指示”曾广为推行。
“五七干校”就是那个特殊年代推行“五七指示”的产物。
据《家书》中叶至善先生的记述，“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系统的干校共136个”、河南信阳地区的“
五七干校”(中央级的)就有“37个，约5万人”。
加上各省市县都有各自的“五七干校”，当时的干校总人数，可以以此而推算大致个数目。
中国的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都在“五七干校”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69年——1972年，在至善先生下干校的3年多时间里，当时的国内国外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
国际上美国的阿波罗在月球登陆、柬埔寨政变、尼克松总统访华、中日邦交关系变化⋯⋯；国内则经
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洞”、“林彪事件”、“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家书》
中的父与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视野开阔，知识面广，书信中讨论的问题既有深
度，又有广度。
上述大事要事，难免涉及。
如1969年6月16日圣陶先生的信中说：昨天元善来，他说中央有个通知，共七条，大意是少做一些形式
的事，包括“请示”“汇报”，开会时过多地读语录，报刊上过多地印毛主席像，以及各单位竞铸毛
主席像章等项。
昨天至关也在，我就问她，她说也听见传达了。
但是上星期四我们还做过“请示”“汇报”。
对于这些事，我一直想，总不会老这样下去的，总得有个机缘。
到了现在，大概中央认为机缘到了。
⋯⋯我真是极其拥护。
(9页)既记载了当时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的史实，又说明了该运动停止的时间、为什么停止
。
既平和又客观，反映了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文革”中那些“形左实右”东西的基
本政治态度。
又如1969年11月18日圣陶先生写信告诉在于校的至善：我们院子里的壕沟不合格，一般要三米光景深
，而我们这里两米不到，再挖下去就要出水了。
八条里有好些都在挖，调云每天去参加挖掘两小时有余。
将来如有警报，我们的人就得往他家去躲。
至于我们院里的沟，何时再把土填下去，把砖头铺上，恢复旧观，那就不得而知了。
(44页)12月20日圣陶先生又写信说：我练习过两次躲警报了。
一次是在本胡同里。
预先关照时间，三点钟吹叫鞭为号，各自进防空壕⋯⋯走下院子里不合格的防空壕，为时两分钟。
又一次是前天，我正在林老家里。
事前并未知晓，忽听警报响了，大概是手摇警报机，声音全部从有线广播网传出。
于是赶往大楼的地下室。
部中(教育部)留下的人员和家属都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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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地下室，我还是第一次进去，大概比较安全。
要把上面的五层楼炸穿，才轮到地下室⋯⋯或许核弹也不受影响。
⋯⋯事后总结，说全部人员到齐八分钟，慢了。
有些房间没锁上，还有桌上摊着文件的，这些都是缺点。
我想，全城用警报发声，让全城的人演习，大概还不至于。
如果来一次，各国记者都要认为重要新闻了⋯⋯。
(54页)那个时代政治和社会生活就是如此，这些都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记述。
再如关于北京文化出版界之萧条，圣陶先生写信说：今天去看杨东莼，他告诉我郭沫若新出了一本《
李白与杜甫》，是扬李抑杜的。
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写成的稿子。
(390页)我看浩然的书看了十六天，昨天下午看完，稍感疲累。
今天上午，浩然与一个责任编辑同来，九点谈到十一点半。
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他要化一个月的时间改，因为要删要增，人物还要调整，情节还
要变动，很局促了⋯⋯他还说起今年五月间各地要出的文艺书，说上海有三四种，北京除他的这一部
还有一两种，听听都平常。
文艺界够寂寞的了。
(431页)报上发了出新书的消息。
昨天叫永和去买，买到六七种。
像百货店和菜市场一样，也排老长老长的队。
久不出书了，一见出书，不管要看不要看，也是抢着买。
(421页)再告诉你书店卖书的事，是前天钟季华来说的。
在尼克松来京期间，书店里陈列出《红楼》《水浒》之类的书。
买客看见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
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
大概也引起些口舌。
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
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
钟季华说得好，书店里订出这个“卖而不卖”的办法的时候，她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老实人干
老实事”。
昨夜浩然来，谈了一小时许。
《金光大道》中旬可出，印数惊人。
“人文”和“北京人民”两家共印一百万册。
有十三个省、市、区订了纸型，每地以十万计，即为一百三十万册。
(508页)此外，《家书》中关于出版界的人物悲欢的内容就更丰富了，此不——。
叶氏父子的干校通信，对历史的认识和记忆都有直接性、相对性和时代性，《家书》处处闪烁着史料
的光芒。
与父辈们一样，叶至善先生的子女叶小沫和叶永和也上山下乡，姐姐小沫在黑龙江兵团，弟弟永和在
延安插队。
《家书》中也充满了父子对晚辈的关爱和绵绵无尽的思念。
与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他们姐弟俩下乡以后也经历了从热情、彷徨、苦闷到失望的人生历程。
叶至善先生在一封信里说：小沫和永和初去的时候，的确有一股劲，后来却逐漸消沉了。
要不是他们有病，我一定会教训他们一顿的，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他们开初以为，边疆、农村，都像报纸上报道的典型材料那样，处处欢欣鼓舞。
而不知道就是那些典型也是经过许多人的劳动和斗争才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一开头就那么好。
碰到了现实，就不免这也不称心，那也不如意，意气就消沉了。
(436页)小沫因不适应东北的寒冷，病了好几次。
要办病退回城，需要兵团师一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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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陶先生、至善先生在1972年的2月11、13、15、17、20、22、25及3月1、4、7、10、13、16、19、25⋯
⋯的家信中，几乎每封信都谈到小沫病退的事。
圣陶先生在信中告诉至善：“他们要我写一陈请的信给北京市，由他们签附意见送去。
我也只好答应。
”(419页)“小沫的事，正不出我所料，得拖，得磨”(456页)。
“小沫的事，我也不去想它了。
‘安办’总难免有官僚主义之讥。
成不成，行不行，一言可决，何至于拖这么久不给人家一个了断呢？
我在出版总署的时候说过，我们大家没进过衙门，没当过官僚，而现在已经颇为衙门化了，颇有点官
僚主义了，可见这是最容易滑上去的道路，是人人‘不学而能’的。
思之怅然”(472页)关于小沫的事，后来老尹对满子说，留守处的意思，他们要我再写陈愿的信，他们
拿了信再去碰。
我也只好写。
为什么以前写过一封再要写，弄不清楚。
(420页)至善先生在信中也无奈地告诉圣陶先生：我一直不想让孩子的事，再叫爹爹操心。
现在弄到不得不要爹爹操心。
我心里也是不舒服的。
请爹爹不要着急，更不要动肝火。
只能这样想，能做的，我们就做，咸不成，只好等着瞧。
总希望能成吧。
⋯⋯(422页)正如他们姐弟俩在卷首所述：“爷爷爸爸对我们的思念和关心，鼓励和指导，也都留在了
一封封信申——现在再看看这些信，平添了好多那个时候、那个年龄不曾有的感受，复杂的心情一言
难尽。
”(见卷首《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家书》)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又是由后人来评价的。
《家书》中的父子俩，以独特的眼光和善良的心态，毫无雕琢，秉笔直书了“特殊年代”里北京政治
、社会和文化及他们周围的人物悲欢、世态炎凉。
《家书》既可以让我们更具体、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段历史，也可以作为这一段国史的旁证。
我从事编辑工作已32年，担任了诸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唐太宗传》、《岳飞传》、
《张爱萍传》、《许世友外传》等重要图书的责任编辑，策划了《东方文化》近20个书系，衣带渐宽
，历经出版的兴盛与辉煌，也曾经看过许多激动人心的画卷，但《家书》带给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
的。
作为也曾经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练了6年的“知青”，我除了心灵深处的共鸣之外，更是感佩叶
氏父子的人格魅力，为我们留住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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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是一部纯粹意义的《家书》，当时全无意于发表或让别人阅读
，也正因为如此，《家书》就更加地具有了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见证的价值，给我们留下了呢个"特殊
年代"的真实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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