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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宓集·吴宓日记续编：1969—1971（第9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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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吴宓，在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嬗变之际，选择了留在中
国大陆，理由很简单：他不能离开这块对他来说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中国文化植根所在的土地。
　　吴宓先生于解放前两周西飞四川，此后在西南二十余年的执教生涯中，他的际遇跌宕起伏。
既得到当局的礼遇，也备受运动的摧残，他忠实记录自己每日的所思所行所见所闻，直至因“宁肯杀
头，也不批孔”而被打成“反革命”，最后含恨以终。
　　这是一部以生命实践个人文化理想的记录。
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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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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二月五日  星期三    晴，云，雾。
1—8℃  未晓4时起。
早餐，煮鸡卵二枚。
    上午7时出，至3004教室开门，拭桌椅如恒。
    8—10学习：万、王、陈监临。
万领导行礼；与众共读《为人民服务》。
唱歌。
陈与万、王率领全班学员往同欢送部分工宣队人员离校回厂，命宓、津留此自学(刘尊一以不良于行，
亦留)。
    10a.m.众归来。
陈训话，指责学员中有(一)上班迟到。
(二)发言有派性，对校内两派有偏倚之意。
(三)所写交代历史不全不实，或且自诩为一贯革命、进步者。
又论看电影事(宓未解)。
随即宣布下班，各散归。
    午餐，米饭四两，豆腐白菜红辣丝。
    下午lp.m.出，在学习室坐阅报。
    2—5学习：万、王监临。
宓以午前所写之呈柬，上三中队汤君者(请借取《清华同学录》备查用)，交托万带去。
唱歌。
(一)高振业读《红色文选》21期1968十二月七日《浙江日报》社论《为清理阶级队伍，必先批判二月
逆流》。
(二)林昭德读1968十二月三日《北京日报》社论《彻底批判二月逆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续讨论AB二题(万、高重读二题一次)并批判二月一日所观《刘少奇主席偕夫人访问印度尼西亚》电
影：(1)林昭德：批判电影。
(2)高振业：该电影为刘少奇篡夺政权，制造舆论。
(3)蒋平：刘欲中国仿效印度尼西亚政制、生活。
(4)张清津：刘主“和平过渡”，终则镇压人民。
    休息时，发给毛主席金红大像章，独不与宓、津二八。
宓且感觉本班学员皆有不愿与宓交言之意。
    (5)周西卜：B.生在今日之中国，是大幸福。
(6)苏挚衡：B.毛泽东思想为工农群众所掌握，遂有1969年技术建设之大跃进。
此电影是靡靡之音。
(7)李应流(8)刘尊一(9)李明允。
    归途，已过熊家院矣，乃为一大群男女幼儿所围阻，命宓背《语录》多条，终乃放行。
    晚餐，蒸馒二两，白米饭三两，午菜重蒸。
    晚，阅报。
10时寝。
二月六日  星期四    晴，云，风。
4—8℃  未晓3a.m.醒，4时起。
剪须修面。
早餐，鸡卵二枚。
    上午7时出，至3004教室，拭桌椅如恒。
    8—11：30学习：陈光德宣布今日批判二月逆流讨论题(一)二月逆流分子自称“关心生产”“爱护生
产”，其实意如何?(a)“抓革命，促生产”——其战略意义如何?(b)此二事问之关系如何?    发言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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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西卜(2)李景白：抓革命乃能促生产(因果关系)。
革命一改变生产关系，能解放生产力。
如中国农业，1936年全国总产粮2000亿斤，1950年4000亿斤，1958年，5000亿斤。
即在文化大革命中，亦同。
(“抓革命，促生产”始见于《十六条》中)；今且有第二氢弹。
今后，除去了刘少奇等之干扰，生产当必更大发展。
Contra.中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苏联(刘少奇等，同)⋯⋯凭奖金，理论，专家。
(3)高振业(4)张清津：上层建筑。
(5)李长岷：辩证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
(6)蒋平(7)李长岷：读《语录》127页。
“改革不合理之规章制度”。
    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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