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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国出现了许多不该被人们忘记的伟人和文化名人，叶圣陶就是其中的一个。
叶老一生有许多“头衔”：作家、教育家、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而他自己却说：“如果有人问
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
”这不仅反映了叶老那令人起敬的平常心态，也确实说出了一个事实：从学生时代编辑油印《学艺日
刊》到晚年校读最后一部书稿，叶老整整从事了七十多年编辑工作。
叶老不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奠定了“中国小说坚固的基石”(茅盾语)，写出过“扛鼎之作”，“给中
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语)；而且他以一生所从事的编辑和教育工作，为我国文化、教
育和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人们的目光从叶老拓展到他的整个家庭，不能不对这样一种家风的传承产生兴趣：这是一个编辑世
家、作家世家，叶老的夫人胡墨林先生曾长期在开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做编辑、校对科科长；叶家的
第二代，几乎都是有名的编辑家、作家；孙辈中也出了好几位编辑、诗人和著名作家，这样一个满载
荣誉而又不失平凡的家庭，在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中，是颇为独特的。
让我们沿着叶老的足迹，沿着这个家庭的足迹，回溯一下一个世纪的沧桑，这里也许有一些有意思和
启迪人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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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是构成社会的最基础成员，只有第一个家庭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全社会的文
化素质才有可能日趋完美。
本书作者为了展示给读者叶老及其家人的生活，读了大量关于叶家三代的大量著作和有关文字，一次
次去北京老宅叩访，又拜访了不少时老的生平旧故，因此这本书中生动细致的介绍了叶圣陶老人一生
的足迹和他一家人的故事，尤其是着力描绘了二十世纪一个文化家族几代人的精神面貌，心路历程和
家教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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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旸，笔名阿真、潘岩。
北京人。
198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和平出版社编审，编辑室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科普作协理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编辑学会少儿委
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叶圣陶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国作协代表大会
代表。
出版有长篇传记文学《邓拓和他的一家》《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散文集《书边人语》《牌戏人生》
，发表论文、文学评论、书评、散文、报告文学、人物特写、科普小品等作品近4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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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少时才俊  听书与上坟  考场的马铃瓜  我生自今日始  掮枪与骑马  翩翩一少年  毕业  言子庙里的小学教
师  失业与“卖文"为父为师  “打彩票式的结婚”  第二故乡——角直  在“五高”  小墨降临  母与子  父
与子  做了角直人  五四运动中的新青年  为父之道风雨偕肩  文学研究会的实干家  和朱自清的友谊  恋
家的人  在五卅的急风暴雨中  风雨中的墨林和小墨  青年作家的向导  叶圣陶与鲁迅  叶圣陶与中国共产
党  至诚的童年  到开明  家庭手工业蜀中八载  善满之盟  青石弄五号  举家西迁  羁居重庆  迁居乐山  火
中脱险  迁居成都  友情之旅  教子写文章  在成都的日子  母子编辑  至诚藏书  胜利前后  出川东归沪上三
年  开明风  答丐翁  逼弟弟写文章  日记中的风云  尽在一醉中  在上海的日子  北上京城未秋  编龄七十三
 语文教师第一人  编辑之家在北京  秦淮一支  墨林之死  “暮暮朝朝有独哀”苍茫岁月  十七年的行旅  
叶氏父子在“反右”中  “未厌居”的忠厚长者  狂飙初起  家信春秋  花与诗  阴霾扫尽叶老的晚年  “
性急”的老人  书友情怀  回角直  一生依靠的五位女性  长留风范在人间三叶  一叶和三叶  叶至美与
“Radio Bering”  叶至诚的遗憾  叶至善的“祈求”根深叶茂  三午的沙龙  诗人三午  又见“三叶”  大
奎  小沫  永和  “别树一叶”初版《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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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94年10月28日，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姓叶的平民家庭喜添了一个男孩。
读过“子日”的老叔为他取名“绍钧”。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州是一座有2500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春秋时的吴王阖闾曾在这里建都。
苏州最有名气的当属园林了。
20世纪初，苏州已有私人园林200多处，享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冠江南”的美誉。
叶绍钧对童年的记忆，就是和这些美丽的园林联系在一起的。
拙政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到处留下这个爱玩好动的男孩子活泼的身影。
园林里那些怪石嶙峋的假山和亭台楼阁，他早就“爬熟了”。
四十年后，已经是著名作家的叶绍钧——那时已叫叶圣陶——在《拙政诸园寄深眷——谈苏州园林》
一文中写道，“想童时常与窗侣嬉游，踪迹遍山径楼廊河岸”。
苏州又是一座有着悠久文化的城市，大运河畔，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唐·张继《风桥夜泊》)；虎
丘之东，有明末因反对阉党魏忠贤而壮烈牺牲的五位义士墓。
苏州出过许多著名的文人、诗人、画家、书法家，如大文学家范仲淹、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朴学大师
俞樾、画家唐伯虎等。
在这人杰地灵的家乡，叶绍钧从小就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
叶绍钧祖辈和父辈并不是文化人。
他的祖辈原籍安徽，明末为躲避战乱，辗转来到苏州，在城南热闹的盘门定居下来，做猪行和丝绸生
意。
靠着勤俭和经营有方，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买下齐门的半条街，人称“叶半街”。
许多年后，叶绍钧的母亲对孙儿描述叶家当年的景况时，曾这样说：“你们叶家祖上才叫阔，齐门外
头半条街都是你们叶家的。
上头开了爿生猪行，两百来斤重的肥猪，进进出出，哪一天不是好几十，你说罪过勿罪过。
结果倒好，长毛来了，一把火烧个精光，齐门外成了一片白地，你们叶家本来也人丁兴旺，一下子都
逃散了。
回来的只有你阿爹和他堂弟两个；别的都死在外头了，尸骨无存。
”“长毛”即太平军。
太平军攻占苏州，叶家在战火中败落了。
叶绍钧的父亲叶钟济(字伯仁)到一个姓吴的地主家做“账房”，苏州管这个职业叫“知数”。
全家七口，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
叶绍钧自小就尝到了“冷月峭然袭衣襟”的贫寒滋味。
在他早年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述：我家无半亩田一间房，又无数十金之储蓄，大人为人作嫁，亦
仅敷衣食。
今年水患，农田收租减色，又且征军饷于田亩。
我家所入定致不敷。
就目前观之，竞将致不能举火。
屋漏水下溅，以盆受之⋯⋯书箱湿，书桌湿，移箱移桌，为之大苦。
虽然家贫，叶圣陶却有一位品行端正、心地善良、深得邻里钦敬的好父亲。
叶绍钧从小就很敬重父亲，佩服他的“孝道”和“仁心”。
有件小事给叶绍钧印象很深：别人嫌小铺子货物太差，不愿买那里的东西，而父亲总是有意去小铺子
买些东西，让店主赚点钱。
他说：“我们不去买，小店主靠什么生活呢？
”每到年节，父亲都非常恭敬地祭祀祖先，为叶绍钧幼小的心灵埋下“孝”的种子。
父亲过世后，只要母亲还在，他年年都遵从旧例“过节祀先”。
这样一位父亲，给童年的叶绍钧带来许多教益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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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好奇好学的孩子，而苏州的传说故事特别多，一条小巷，一口水井，都有动人的传说；甚至一
座桥、一座庙、一个牌楼，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
父亲叶钟济带着年幼的叶绍钧走在街上，常把这些一一指给他看，把那些美丽动人的历史故事讲给他
听。
回家后，还要他把这些见闻一一写下来，作为“开笔”之前的写作训练。
父亲，是叶绍钧的第一任老师。
外祖母、母亲的民谣和童谣，也是叶绍钧童年受过的语文教育和文学启蒙。
直到他的晚年，还能忆起外祖母和母亲把他抱在膝上，合着节拍，教他念民谣和童谣的情形。
后来他编写小学国文课本，就收入好几支经他加工过的苏州童谣；给中学生做广播讲演，还引用过童
年时唱过的《咿呀咿呀踏水车》。
为了培养叶绍钧写作的兴趣，父亲常常带他到茶馆去听说书和昆曲。
从七八岁到十三岁，叶绍钧听的书可真不少。
“小书”说得是才子佳人，像《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说得是历史故
事跟江湖好汉，像《三国志》《金台传》《水浒》《英烈》等。
这些书他都听了不止一遍，最多的到三四遍，许多故事情节，他能倒背如流；一些当时的名家像三效
松、叶声扬、谢品泉、魏钰卿、朱耀庭等，他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
苏州的茶馆里常常演唱昆曲。
比起说书和评弹来，叶绍钧更加喜欢这种温柔温润、抑扬婉转的艺术形式。
他轻轻打着拍子，陶醉在那时而绵邈伤惋，时而健捷激怆的曲调里。
他不仅爱听，20世纪初，十岁左右还爱学着唱。
由于对昆曲的喜爱，他少年时学过吹箫与弹琴，甚至还认认真真地想过要当演员。
叶绍钧喜爱读书，更加注重“阅历”。
祭祖与上坟，是童年叶绍钧特殊有趣的阅历。
苏州人把祭祖称为“过节”，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十月朔为“鬼节”，端午、冬至、年夜为“人节
”。
每逢这些“节”，父亲和叔父都要点起香烛，在桌上摆满了菜，一只只酒杯斟满了酒，桌子三面设了
座位，非常虔诚地跪拜。
跪拜仪式通常是：一跪三叩，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好像在那里默祷，拜后站起来，恭敬地离开拜位
。
叶绍钧和家中几个孩子随着大人跪拜，小心眼里却纳着闷：祖先真会扶老携幼到来，分三面坐定，吃
喝一顿之后，又带着钱钞回去吗？
不管怎样，“过节”能吃到较好较多的菜，又能干焚化纸锭这样好玩的事，叶绍钧对“家庭里的这种
特种游戏”，还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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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第一版是2001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书早已卖完，但八年来，常常有人提到这本书。
在读者来信中，特别应当提到重庆农药厂的离休干部张积德先生。
他读这本书后，给我寄来1988年初叶圣老去世时他的一篇纪念文章，以及叶圣老亲笔信的复印件。
原来，早在1943年，年仅十四岁的张积德曾与叶圣老有过多次书信交往。
对这位初中学生的“投书请教”，年已半百的叶圣老一律亲笔作答，悉心指教。
张先生说：“先生对莘莘学子的教诲之深情，真乃溢于字里行间，终生铭感不已！
”还有河北科技出版社的退休编审董天恩，他到美国探亲，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看到这本书
，“非常高兴”，特地从大洋彼岸来信，表达对叶圣老的景仰之情。
他说：“感谢您为我们写了这本书。
书的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笔生动，亲切感人⋯⋯”。
给我儿子辅导过功课的北京西城区特级语文教师张志英先生看了此书，也曾激动地对我谈起当年叶圣
老给普通教师写信，答疑解惑的事。
他认识的几位老教师手中，都珍藏有叶圣老的亲笔信。
这本书的另一位重要传主叶至善先生，其敬业精神，学问人品，在京城乃至全国出版界、科普界也是
有口皆碑。
我身在这个圈子里，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对这位老编辑家、老科普作家的钦佩与赞誉，听到对《叶圣陶
和他的家人》的认同与鼓励。
从读者的热烈反响中，我感到叶圣老和他家人所具有的那种人格魅力，是当今社会人们心底呼唤的那
种永恒的美；也感到这本书的再版价值。
作为四代编辑世家、作家世家，叶家优良淳厚家风的传承，已成为一个永久的佳话，是不可多得的人
文、道德传统教育资源。
尤其是在浮躁之风日盛的当下，颂扬这样一种家风，无疑具有更加现实和积极的意义。
因此，当中国物资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主任于胭梅找到我，让我将这本书加以修订，准备以崭新的面貌
重新出版时，我欣然从命。
我感谢这位同行的眼光，在21世纪即将走过10年的今天，出版这样一本浓缩20世纪风云、以家史见证
国史的书，确实具有独到的意义；作为文学传记，也自有其文学欣赏价值。
从本书初版到现在，八年过去，叶家又发生了不少变化：一些老人过世了，第三代人(以叶圣老为第一
代算起)走过了大半个人生，第四代人成长了起来。
作为一部以叶圣陶为主的家庭传记，此次修订增加了这八年中一些新的内容，还补充了叶圣老及其家
人对一些社会历史现象和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来说，这种认识与反思是很有价值的，是一部当代家族史不能绕过去的话题。
另外，初版时由于写作仓促，有些资料还掌握得还不够详尽，也有一些不够准确，甚至错误之处，这
次一并补充、修改过来，使这部作品内容更加丰富，材料更加翔实，更加具有了可读性与史料价值。
我要特别感谢叶小沬、叶永和和蒋燕燕，为我这次修订，他们提供了大量文字资料和珍贵照片，多次
接受采访，并审阅书稿，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也要感谢王伯祥先生的公子王湜华先生所提供
的无私帮助。
如果这本书能像八年前初版时一样，得到读者的认可与厚爱，那笔者会感到由衷的高兴——不是因为
我有什么生花妙笔，而是它将再次证明，叶家这棵根深、枝繁、叶茂的文化大树，在今天仍能为读者
带来我们所需要的清新与荫凉。
庞旸2009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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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读《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与升华。
叶圣陶深厚的国学功底，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以及发现文坛新人的慧眼与胆识，使人印象深刻，感触
颇深。
叶氏父子薪火相传的人格魅力与编辑理念也让人受益匪浅。
叶圣陶的世界充实丰富，宛如宝藏，无论是教育工作者、文学爱好者，还是为人父母者，都能从中获
得感动与启示。
　　——南开大学李慧智当代著名作家袁鹰作序推荐叶老很早就将真善美三字镌刻在子女的名字上(至
善、至诚、至美)。
他的后辈们果然遵从父教，以这三个字作为一生做事为人的规范，并且又传给再下一代。
　　——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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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与升华。
叶圣陶深厚的国学功底，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以及发现文坛新人的慧眼与胆识，使人印象深刻，感触
颇深。
叶氏父子薪火相传的人格魅力与编辑理念也让人受益匪浅。
叶圣陶的世界充实丰富，宛如宝藏，无论是教育工作者、文学爱好者，还是为人父母者，都能从中获
得感动与启示。
    ——南开大学  李慧智当代著名作家袁鹰作序推荐叶老很早就将真善美三字镌刻在子女的名字上(至
善、至诚、至美)。
他的后辈们果然遵从父教，以这三个字作为一生做事为人的规范，并且又传给再下一代。
    ——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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