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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纪果庵(一九〇九至一九六五)散文作家，历史学家。
原名纪国宣，曾用名纪庸，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曾先后在河北省宣化师范学校、滦县师范学校和南京伪中央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执教于上海中国女
中。
一九四八年经顾颉刚先生介绍到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代其授课，暑假后顾辞职赴京工作，纪继顾职，
被聘为该校教授。
一九五〇年后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教授，并曾担任教务处副主任、语文系主任。
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任苏州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主讲“中国古
代及中世纪史”等课程，并应同学要求，开设“诗词格律”、“文史工具书”等选修课，深受学生欢
迎。
    纪果庵自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宇宙风》《人间世》《中流》《文化建设》《文学》等杂志发表散文
和纪实性文章，并根据自己的见闻和调查研究撰写了《察哈尔与绥远》一书(一九三七年上海文化建设
月刊社出版)，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一九四〇年是纪果庵散文写作的旺盛期，大量作品发表在《古今》《风雨谈》《天地》诸刊物上，历
史掌故、风土人情、忆旧抒怀，无所不谈，风格冲淡平和而略带忧郁，也有对社会和政治黑暗的谴责
，是沦陷区知名作家之一，与散文家金性尧(笔名文载道)齐名，有“南金北纪”之称。
一九四四年出版了散文选《两都集》，后被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四辑(二〇〇〇年一月辽宁教育
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八年后，纪果庵结合教学作文史研究，在《国文月刊》等杂志发表过一些学术性文章；并参
加《中国历史小丛书》(顾颉刚主编)的工作，撰写了其中的十六种。
在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期间，纪果庵集中研究明清之际苏南纺织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有重要发现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过部分成果，但精心收集的大量资料和已写成的专著在“文革”
中全部被毁。
在此期间仅发表过极少的散文，如刊登在江苏省《雨花》杂志的《记苏州的园林》(已收入江苏人民出
版社《1949—1979江苏散文选》)。
    《缘法》选入纪果庵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所作散文十一篇，均为其生前所未编集者。
从中不仅可以领略纪果庵散文的风格，也可以窥知当年沦陷区作家的生活、创作和交往，当能有助于
更全面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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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九四〇年是纪果庵散文写作的旺盛期，大量作品发表在《古今》《风雨谈》《天地》诸刊物上
，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忆旧抒怀，无所不谈，风格冲淡平和而略带忧郁，也有对社会和政治黑暗的
谴责，是沦陷区知名作家之一，与散文家金性尧(笔名文载道)齐名，有“南金北纪”之称。
《缘法(精)》选入纪果庵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所作散文十一篇，均为其生前所未编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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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不只是可以让人怅怅，实亦大有愉悦，“绿树发华滋”，亦复如是。
幼年家中小园有一片白杨，至暮春时，忽有暗绿色的大叶子，我便幼稚的唱着从小学校学来的歌了。
我想，人生的道理有无与此相同之处呢？
似乎是有，也不容易具体的说，总之，我为我的笨拙掩护，我对于自己，向来是不肯“揠苗”的。
除去自己办事读书的老屋之外，尚有好几间余屋，从前也都是人语如潮热闹之至的，现在则剩下“空
梁落燕泥”。
庭草无人春自绿，对于竹树之类，人们的衰颓，便是它们的茂盛。
可见人类也只有向自然掠取，压榨。
竹子附近即厕所，从前足迹不断，往来既多，下可成蹊，竹之不能畅生机亦是当然。
现在则有较为自由的空气。
不关心也有其不好，去年院子里一只荷缸因为不倾去积水而冻裂了，今年无复亭亭的荷盖。
可是自荷花移植以来，也不曾好好开过半朵花，大约还是不愿“久羁樊笼里”。
如此说来，这正是自然对于人类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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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父亲纪果庵先生去世已经近五十年了，自从我十七岁北上求学到他离世的十五年中，和父亲只有
几次寒暑假时的短暂聚首，却一直没有深谈，在他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没能给他慰藉与支持。
所以，几十年来，每当想起父亲，除了思念和悲伤之外，总伴随着一份难以抹去的愧疚，能为他这本
散文选作些说明，也算是一点弥补吧。
    父亲中学毕业后，没有按家里的要求回乡继承家业而坚持读大学，我的祖父母一怒断绝了他的经济
来源，他只好放弃了一心向往的北京大学而就读于免费而且供应三餐的北京师范大学。
然而除了填饱自己的肚子还要解决夫妻二人的衣食住行，所以父亲不得不同时在东城的孔德学校和位
于西城的翊教女中教课，在东、西城奔走之间挤时间读书听课。
靠一些大师的指点和自己的勤学苦读，他在艰辛的生活中完成了学业，在文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这段生活在他的《怀孔德》、《缘法》中有生动的描述，在《师友忆记》中也记述了他曾经受教的几
位大师的风采。
毕业后，经过一段失业和求职的艰难时日，生活一旦稳定下来，他就开始了写作和投稿，他的文章在
当时颇有名气的《宇宙风》(林语堂先生主编)、《中流》等杂志得以刊登，可以想象这给予一个当时
只有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是何等的欣喜与激励，他一发而不可止，写作成了他终身的爱好与乐趣。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有什么嗜好，他的业余活动主要是读书、买书和写作。
母亲曾和我回忆起那段时光，说她最惬意的事就是劳累一天后的晚间，倚枕读一会自己喜欢的小说，
然后在父亲笔耕的沙沙声中慢慢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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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豚书馆:缘法》是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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