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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
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
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
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
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
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钞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
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作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6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
；(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
作)；(5)科技文化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
读物和工具书等)。
计划出版约1000种，分辑出版。
自2004年以来，已先后出版四辑，每辑约100种，分精平装两类。
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将“中国文库”第五辑作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辑推出，主
要收选民国时期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
了原有版式。
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
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
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
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基础，并邀约其他数十家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
举。
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
营。
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
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
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立支持和
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
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扬光大
。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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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南联大是抗战岁月中的一个苦斗青年。
时代与生活的磨难锻炼了西南联大师生的意志，不懈的努力使他们取得了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业
绩。
可是，西南联大的业绩至今还没有得到全面认识，尤其是其丰富的文学作品尚有大量不为人知。
为此，李光荣在编辑和出版全集有困难的情况下，先行出版《中国文库：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这本
选集以飨读者。
内含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类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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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光荣(1958～ )，云南省永胜县人。
当代学者。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著有《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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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序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西南联大颂诗歌  有加利树  鼠曲草  政治学家  南岳之秋  静  渔夫  给
西北的青年开荒者  石缝草  悲多文第九交响曲  忘题  乡居  赞美  出发  滇缅公路  追物价的人  我们开会  
舞  梦回落霞潭  南湖短歌  太平在咖啡馆里  山景  诗抄八首(之五)  金黄的稻束  颂  商籁  诗六首(之五)  
迷失  拍卖行  鼓  诀别——给死难者  说  夜歌  设想  朝阳花  补鞋匠  云的问讯  山，滚动了！
  一个伤兵之死  新生散文  蒙自杂记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一棵老树  云南看云  清碧溪记游  领薪水
 一个偏见  西山在滇池东岸  到橘子林去  司钟老人  人  横过湘黔滇的旅行  我们年轻的诗人  ——给赵瑞
蕻  大学园地  —峡谷  野老  花园  蛙  露营  林中的脚步  小抒情画集(第1—4节)  昆明的天空  借镜和忌镜
小说  荒岛上的故事  海夜  王嫂  没有名字的人们  海与泡沫  二憨子  兽医  木乃伊  老  母女  哥弟  山谷  谁
是错的  纪翻译  老瘸子  逃去的厨夫  夜莺曲  雨中  老祖母  铁棚顶的小屋子  圈子以外的人物  古屋之冬  
未举行的婚礼戏剧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凯旋尾声  最后一次的讲演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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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没有名字的人们    李广田    “小谷子，小谷子。
”    女的站在自家门口，提高了嗓子，呼唤她的丈夫。
    于是，也许从村外，也许从邻家，传来了那丈夫的应声：    “来啦，来啦，马上就来啦。
”    听到了答应，也不再等候，她就回到厨房去安排晚饭。
他们的小谷子也许已经在厨房里哭起来了。
    有时，也许夜已很深，她已经打发小谷子睡下了，却依然坐在油灯下作些针线，其实，却只是等待
小谷子爹的归来。
等到大门上一阵响，并喊道：    “小谷子，来开门啊！
”    她便急忙把针线活计放下，去开了大门，把他迎了回来。
    生活虽然十分苦，心情却‘并不太恶。
他们夫妇已经都是将近三十岁的人，他们的小谷子已经满了三岁。
他们夫妇俩一天到晚都是这样“小谷子，小谷子”地交相称呼。
但当他或她在直接呼唤他们的孩子时，却只是喊着“谷谷”，“宝宝”或“乖乖”之类的。
    从前，就是当小谷子尚未出世的时候，那可真有点别扭，尤其当母亲还未去世，而他们又是刚刚结
婚的时候；虽然后来别扭惯了，也就不再觉得别扭。
    假如妻不在面前，而他又要吩咐她做什么事情，他就问母亲：    “妈妈，她呢？
她在哪里？
”    她，自然就是她了，于是母亲说：    “她到井台上洗衣裳去了。
”    假如妻要问到丈夫，那就是：    “妈妈，他呢？
他在哪里？
”    他自然就是他。
于是妈妈说：    “他到市上卖草去了。
”    而当母亲不在面前的时候，而且，以后母亲舍开了他们而去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称呼就是：    
“你呀，你来给我劈开这块木柴好吗？
”女的这样请求，男的也就同样地吩咐：    “你呀，你把这个纽子给我再缝两针吧。
”    有时甚至连“你呀你呀”也不用，而只是用了“唉唉”来作代替，仿佛他们的名字就叫做“唉唉
”似的。
    他们从来不用名字称呼。
他们除了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叫起来的乳名，并没有别的名字。
    他的乳名叫小年子。
他一直被人们这样呼唤着，直到有了小谷子，人家才不再叫他的乳名，而大都叫他“小谷子爹”。
    她乳名叫冬妮子。
等她长大起来，连她自己的父母也不再叫她“冬妮子”，而只用乡下女孩子的通称：“妮子”。
等她出了嫁，在丈夫家里自然就是“小年子家”，现在，当然就是“小谷子妈”了。
    正当田地里在播种谷子的时候，他们家里添了小谷子这个生命，而当这个小生命有了“小谷子”这
个乳名之后，他们就被人家称作“小谷子爹”或者“小谷子妈”。
当他们第一次被人家这样称呼时，在他们心里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他们已经比从前尊贵了一些
，又仿佛获得了一些向所未有的特权似的。
    不错，他们的确是如此，他们有了一种特殊的所有权，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儿子，是他们自己血肉生出来的共同体。
    他们有几亩沙田，有几间茅屋，有一只小狗，有两只母鸡，他们还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日常用惯了的
器物，对于这些，他们都有所有权。
他们还在辛苦经营，梦想自己最好也有一头牛，有一套耕具，甚至一辆车，可是一直却还得不到。
然而这些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这些都是身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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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超过了这一切，他们却有了“小谷子”。
小谷子，才真是他们自己的，有了他，他们就有了一切。
当他们听到人家亲切地喊着“小谷子爹”或“小谷子妈”的时候，他们便不自觉地有着一种喜悦。
    小谷子爹的父亲——我们应当说是“小谷子爷爷”的，去世很早，小谷子爹的母亲——就是小谷子
奶奶，I临去世时就一再地对他们夫妇两个说：    “我惟一的心事，就是要有孙子，千万莫斩断了咱们
祖上的香烟！
”    假如她老人家还活在世上，她不知要喜欢成什么样子！
——他们心里常常这么想。
    而且小谷子的前程会怎样呢？
小谷子长大起来一定是很结实的，像他们自己一样；小谷子长大起来一定是很吃苦的，像他们自己一
样；小谷子将来一定是很孝顺的，也正像他们自己一样。
是的，很孝顺。
“小谷子，天亮了，你起来下坡去锄地吧！
”将来他们会这样严厉地吩咐，因为小谷子是他们自己的。
“你说什么？
杂种，难道你还要挨打吗？
”假如小谷子有时不听从，或者作了什么错事，他们就会这样责备，尤其他，甚至会动手打他，并且
打得很厉害，反正小谷子是既不敢反抗，也不敢出声，因为小谷子乃是他们自己的。
    而且，孩子将来也许是很能干的，因为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儿子比自己更能干。
孩子将来也许会富裕起来，将来会添置田地，增构房屋，买牛，买马，买犁耙，买大车，买一切必需
的东西。
孩子将来要念书，念了书说不定会作大官的。
“寒门生贵子”，孩子的相貌生得很好，应当说是福相。
——当他们吃过晚饭之后，当他们心里高兴的时候，或当他从外面回来向她告诉了什么新闻或奇谈的
时候，他们用了慈祥的眼光望着小谷子那方大的脑壳，和那肥厚的耳轮，他们就会在心里做这种美梦
。
到了那个地步，小谷子自然已不是“小谷子”，他们自己自然也该有另一种特别称呼了。
他们甚至把自己心里所想的都说出口来。
他们会说：“喂，谷谷，不要再玩那些脏泥巴，日后你还要用那只手去掌印呢。
”因为，三岁的小谷子，这时候也许正在用了自己的尿水，在土地上和了一堆湿泥，两手揉着那泥块
，学着妈妈作豆面饼的样子。
    他们实在想得太多。
可是命运所赐给他们的却又未免太少。
    P2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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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一部《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集》是我的一大愿望。
十多年前，我着手西南联大文学研究的时候，便有了这个想法并开始做准备。
由于西南联大文学作品数量巨大，而作品散佚严重，历时数年未能编成。
到我有了编辑的能力和条件，可以进入正式工作的时候，出版社已经全面改制，出书更难了。
于是决定先编一本选集，几经联系，都落了空。
有幸得到我的老同学、西南联大再传弟子尹欣先生相助，又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郭娟编审和管士光总编
的垂青，才得以面世。
    西南联大作家多，作品更多，优秀作品也不少。
若要把优秀作品都选入，绝不是现在这个篇幅。
因此，不得不确定这样两条原则：除少数诗人外，在同一文体中一位作者只选一篇作品；均选短章。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名作未被选入的原因。
例如，冯至的《十四行集》，穆旦的《诗八首》《森林之魅》；李广田的《日边随笔》，林蒲的《湘
西旅行记》；沈从文的《长河》，鹿桥的《未央歌》；陈铨的《野玫瑰》等都未收入。
也就是说，此选本只是西南联大文学的一扇窗子，而不是一座花园。
    除以上两条原则外，还制定了另外几条：一、以西南联大作者在西南联大时期公开发表的作品为范
围；二、除了将文言文作品西南联大校歌和纪念碑碑文放在书的首尾外，正文只收现代文；三、以艺
术水平为标准，虽然所选作品适当注意覆盖面而不全属同一水准，但总体水平保持在西南联大文学和
中国现代文学的上乘；四、在同一文体中，注意选入各种创作思想、风格和样式的作品。
窃以为，这些“原则”是恰当的，但若问是否十分合理，我说不上来。
例如，要问陈寅恪的古诗写得很好，为什么入不了本书？
我除了用现代性或通行的现代文学史标准去搪塞外，别无理由。
在编排体例上，一目了然的是文体。
本书按文体编排，但同一文体中，不同文章的顺序则煞费苦心，最后确定为老师的作品在前，学生的
在后；诗歌中，选入两首的在前，其余在后；同是老师或者学生，大体按照资历排列，即年龄、学历
、作品以及成名的先后等，但也不尽然，这只是一个大体的准则。
这里用得着一句套话：“排名不分先后。
为什么这样？
我同样不能明确地回答。
我可以肯定的是：排序的先后与作品的质量没有关系。
我这样排列，多少也包含着让读者的慧眼去辨识的意思。
另外就是采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一般选本的方法：无顺序的顺序。
    常言道：“事非经过不知难。
”过去，我多少有推崇论者而小觑选家的思想。
选编这本书，才知道选家付出的辛劳也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为从旧报刊上阅读西南联大文学作品，我不仅付出了时间、精力和财力，还奉献出了我原本极好的视
力——忍不住在此记一笔。
    由于付出，我得到了不小收获：轶文——选入本书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就属于首次披露的轶文，
这对于文学研究应算一个特别的贡献。
    我计划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西南联大及其文学。
这是为什么？
因为西南联大文学是迷人的，并且我愿意把这种迷人的文学介绍给同好。
我在西南民族大学开选修课“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为的就是这个。
而本书，即为该课教材。
    我非常感谢支持我完成此项工作的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周锦荪先生长期给予鼓励和支
持，陈有余先生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同时要感谢西南联大老前辈王景山、张源潜、伊落、吴宏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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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一、秦泥、郑敏、袁可嘉、郭良夫、闻山、王楫、王逊、刘兆吉等的鼓励和支持；还有许多老前
辈和他们的家属提供了帮助，我在《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11
月版)一书的《后记》中表达过谢意；最近又劳马绍玺、朱伟华两先生提供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帮助我确定西南联大文学研究选题的樊骏和钱理群先生，是我一生感念的恩师。
不久前的隆冬时节，樊老师遽然逝世，我心悲痛，难以言表！
    好在春天来了，万物孕育生机，我也能向远而望。
此书随春而至，呈给读者良好的审美感受。
我希望明慧的读者把这些作品作为路标，去寻找并欣赏西南联大文学的满园风光。
    李光荣    2011年2月10日于西南民族大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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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南联大是抗战岁月中的一个苦斗青年。
时代与生活的磨难锻炼了西南联大师生的意志，不懈的努力使他们取得了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业
绩。
可是，西南联大的业绩至今还没有得到全面认识，尤其是其丰富的文学作品尚有大量不为人知。
为此，李光荣在编辑和出版全集有困难的情况下，先行出版《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这本选集以飨读
者。
内含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类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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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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