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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记述他最后二十余年生命历程的日记。
这是一部以生命实践光荣文化理想的记录。
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开始涌动，各种类型的学习、批判、揭发、声讨、认罪、检讨等
等名目的会议使作者心力交瘁、忧心如焚。
虽自知在劫难逃。
但作者仍在极力去理解和记录周围发生的一切，并时时加以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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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宓，著名西洋文学家，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
人。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
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
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
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
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
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
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 9月改任四川大学
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
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
他回去。
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
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
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
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
文系)任教。
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
难。
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
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
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
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
照顾和温馨，延至1981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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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阴，雨。
7—11℃  晨5时起，读《毛选》卷一。
早餐，二馒。
    今日寒假起始，教职员无寒假，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十四五六日则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时事政策教育。
    今日上午，特请刘连波副部长来校作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报告。
宓以中文系有令“集合”。
故7：45即至大礼堂门内坐候，已而李、宗、李、杨皆中文系河北省人诸君均到，乃同入第三排中座。
原定上午8：30开讲。
刘部长如时到，独坐台上久候。
忽传改至9：00，届时党委办公室主任孙光正(主席)始到，布置就绪，于是开讲。
已而学生之在各食堂者，听之不明，以广播器不灵，继以广播器全坏，遂于9：30宣布辍讲。
    迨广播器修理妥帖，约10：20复讲，刘部长先谴责西南师院当局办事之颟顸，广播器已坏，而会前
不一检查，殊失当前运动整饬一切之意义，云云。
⋯⋯遂又从头重讲起，较前次为速。
广播器音又转低至正午12：30讲毕，记录粘存。
    宓回舍，午餐，米饭三两，炒杂拌。
肉片炒肝片、菜花等。
    唐大姐每日为宓灌开水，亦必为开桂热水瓶中注满。
今日午饭后，宓告唐大姐“勿再为开桂瓶中注开水，至宓只在午饭时打开水一瓶便足一昼夜之用”。
盖欲使田太太知宓每月出薪炭费2元，开水费0.60元(二月份此二项已于今晨付与唐大姐，如例)而并未
多用田家炉火以得开水逾量也。
    须臾，开桂醉归，宓告知此事，并谓，“汝应自取开水，勿以汝事累唐大姐”。
开桂抗辩日：“我并未教唐大姐为我灌开水，此伊所自为。
”言讫，悻悻而出。
宓亦怒，语日：“汝昔为宓作事，月受薪津40元，近来不为宓作事，仍月受宓40元生活费，开水一项
亦不肯自办，而仰给于人乎?”开桂在104室门外，回顾抵宓日：“40元，是你要给我者。
你不给，公安局派出所将命令你照给，你敢不给耶!”扬长径去。
当时廊下左右邻各家之人，均伫立倾听此段争论。
宓已悔发怒及失言。
2：00后，开桂归，责数宓日：“近日田先生未在小组会上攻诋你，你又给他提供材料!”宓默然。
开桂继而自叹日：“此次运动，乃将我作了牺牲!”续对宓日：“凭良心说，我对得起你，因我未尝在
任何处讦发你。
”⋯⋯宓觉此言中含(1)居功(2)威胁二意，遂忆夔日前所述，闻开桂与某人谈话，对宓略无感恩之意
，反谓彼因事宓十余年，耽误了彼之工作及婚姻，云云。
    此时宓心甚痛，遂收拾文件，出，赴中文系。
雨。
    下午2：30至6：30古典及现代文学教研组运动座谈会，刘遗贤主席，命众谈今日上午聆刘部长《形
势报告》后之感想，记录粘存。
宓发言一次，但多说宓自拟思想改造之办法。
    回舍晚餐，已甚迟。
进豆腐片煮二鸡卵，又馒二两。
    晚，在舍写日记，约8：00工作组陈同志忽来访，延至内室坐询宓1957五月六日、八日四川人民出版
社周路等二员来访。
拟印《白屋诗选》事又五月十三日、十五日重庆人民出版社柯静等二员来访并邀座谈且请宴事，宓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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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酉日记中查寻。
    陈同志去不久，范同志来宓舍寻觅陈同志。
宓送范出时，请问其名，范不肯答，仅云：“君知我姓范，足矣。
”    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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