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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经历过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言，生命长，就会见到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虽百岁，但仍是《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他见证着中国的百年变迁；他这一生，总被时代大潮
裹挟着前进。
这是一位106岁老人的真言无忌，他叫周有光。
这是他近年来所观所感所写的各类杂文的结集，读之妙趣横生，令人齿颊留香。
他说自己是一位“两头真”的学者。
什么叫两头真呢？
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
他把民国学人的治学精神带到今天。
他是不天真时代的天真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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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周有光”最早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
号。
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
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
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曾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二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
版《不列颠百科全书》。
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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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常州青果巷 我的曾祖父号润之公，祖父号逢吉公，都是号，名字我都不知道。
父亲名保贻，号企言。
母亲徐雯。
我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因为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
我的妈妈生三姐、四姐、五姐、我、九妹，共五个孩子。
我父亲一个姨太太生的老七去世，又生一个八妹，这样，我的妹妹就是九妹了。
我排行第六。
 我的曾祖父很有名，《常州府志》有记载。
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光了，就穷下来了。
我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办工业，那时是手工工业。
常州纺纱织布到今天还是有名。
常州虽然穷，但有一个特点，没有失业的人。
农民家里都有在城里做工的人，不单是种田。
 家里有一个曾姨太太，可能是我曾祖父的姨太太，她养一只大猫。
有八九只小猫，每天晚上睡觉，要把它们的脚洗干净。
猫的规矩大得很，大猫管理小猫，开饭吃东西，小猫想吃桌子上的东西，就把大猫放在桌子上，小猫
一上来，，大猫把小猫一打就打下去了。
 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
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
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
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
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
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
好几进。
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
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
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上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
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
 我大概从三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
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
祖母教我念唐诗。
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在女孩子时受很高的教育，那时候没有新式学校，她在妇女中是了不起的，打
官司她拿起笔来能写状子，很有学问。
我记得一件奇怪的事情，祖母要吃补的东西，吃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是牵着一头牛到家里
来挤奶。
此外，妇女挤人奶给老太太吃，她的身体特别好。
 我的父亲当教员，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父亲就在女中里教书。
后来父亲办一个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
我跟父亲很少在一起，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
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
我们跟着母亲到了苏州，我的父亲跟姨太太还是住常州，家庭穷了，就分裂了。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大。
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的文笔很好。
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
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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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
她经过那么多困难，到九十六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
 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日本人到乡下。
抗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
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大概是这样去世的。
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
 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
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
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
先生教中文。
我没有上私塾。
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溺爱我，说：“不要压他读书，早读书身体不好。
”当时我妹妹还没有生，我的姐姐大，不跟我玩。
我就到我们家的房客那里，他们的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跟她们玩，大人不让我玩，说女孩跟男孩
不能一起玩。
我一个人很孤独，没有玩的伴侣。
后来上小学就好了，同学多得很。
 每年过年一定要拜祖宗，一代一代有好几个大小的厅，有画像，这种画像画得很仔细，平时收藏起来
，过年才拿出来，挂上要叩头。
一抗战，我们逃难，东西都没有了。
打完仗，我到美国，看见宾馆里就挂着我们中国人祖宗的画像，价钱贵得不得了。
 常州亲戚很多，可是小时候叫的伯伯、叔叔，大名一个都不知道，后来我是一路往外跑，从常州剑苏
州到上海到外国。
常州几十年没有回去，八十年代，常州举行一个纪念瞿秋白的学术研讨会，我去了。
常州是出篦子的，《十五贯》里就是拿十五贯的钱到常州买篦子。
我想买些篦子回来，结果买不到。
我住在一个当时算最好的宾馆，在四层楼，外面下大雨，房子是漏的。
 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
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
宁铁路。
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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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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