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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满子本色是诗人。
1998年春，他写了《开八秩自寿两律求和柬》：　　坎壤一生，常忧非命；浑噩经年，竞开八秩。
患难备尝，战乱亲更；能登中寿，亦堪自庆。
才视袜线犹短，身较鸿毛益轻。
劳体拂心，似天之将降大任；芜年荒月，胡帝之不佑斯文。
昔尝自标独行无侣，不期归为小集团；今仍心许和而不同，甘作文学个体户。
七十之年，曾叹臣之壮也窝囊极；今更耄矣，愈憾浪掷韶华不复回。
聊占两律自寿，窃盼好事赐和。
拙句抛砖，不吝还玉，不胜感祷。
　　垂暮光阴更骤催，浑浑噩噩八旬开。
廉颇老矣犹乘马，陶潜归欤独举杯。
秃笔何以排愤懑，长歌不足振虺虺。
一生颠沛非由已，浪掷韶华不复回。
　　悬弧恰属绵羊岁，分合为时作宰牲。
无得自然不患失，置之死地后逢生。
播迁一世老方定，恩怨多端今乃明。
仍有知心如许个，人间谁道乏真情。
我当时写了《奉和满子先生八十自寿诗》二首：　　至今荷戟独行侠，昔日称名小集团。
负轭盐车穷朔漠，校书海隅远文坛。
辞章西汉夸双马，歌啸竹林只七贤。
闻道汨罗江里水，流经笔管见微蓝。
　　集团有个又何妨，党锢千年忆范滂。
或有高升或退隐，孰仍前进孰落荒。
睥睨市井独慷慨，叹息光阴转杳茫。
桑海孑遗康而寿，昂藏举酒不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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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满子既有扎实的国学根底，青年时又深受新学影响，一生敬仰鲁迅的风骨文章。
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才气横溢，在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中国思想史和民俗学研究
等方面均有所建树。
本书是何满子逝世周年的纪念文集。
全书共分六编，内容包括：怀念与追思；文品与人品；学术作品评析；杂文与诗、书；书信往来；记
者笔下的何满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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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何满子：特立独行的人与文(代序)
第一编 怀念与追思
 名副其实一代大家
 别一种送行
 香港和上海的对话——追思何满子
 悼满子，回首六十年
 倔强的斗士——回忆和满子兄相处的日子
 满子，走好
 我和满子
 忆何满老
 蔼然可亲的学者奋然前行的战士——缅怀何老
 不敢为异岂能强同——悼念何满子
 我所认识的何满子
 行到荒崖终有路——怀念何满子先生
 乡愁无那诵离骚——何满子先生与富阳
 正直、达观的满子叔叔走了
 六谒满公一统楼
 一声何满子
 相逢把酒每慨然——怀念何满子老伯
 “一统楼”人去楼空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记与何满子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
 深切怀念何满子先生
 未逝的背影与书信——以此纪念何满子先生
 永远的记忆
 深深的怀念——写于姐夫何满子逝世一周年
 回忆岳父在农村12年的精神困境
第二编 文品与人品
 奴性的死敌
 悼老战士何满子
 初识哲人——追思何满子先生
 “溯游从之道阻且长”
 送别何满子先生
 从论敌到师友
 一生颠沛半由己——读《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这个可爱的老头儿——杂忆何满子先生
 何满子：自龙门而来
 杂忆何满子先生
 断裂
 与文化垃圾势不两立的何满子
 死刑无奈被执行——别了，满子先生
 追忆何满子先生
 何满子先生的人品和文品
 耿庸与何满子
 附：耿庸姑妄说说何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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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满子先生二三事
 重读书简忆恩师
 惩腐恶需“利剑”“鲁迅风”不过时
第三编 学术作品评析
 卓然不群的《何满子学术论文集》
 作为学者的何满子
 学问家的激情
 读何满子先生《读鲁迅书》
 独立人格的写照睿智思考的结晶
 ——《何满子学术论文集》给学人的启迪
 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有感
 何满子对现实主义文论的巨大贡献
第四编 杂文与诗、书
 何满子先生和他的《风采》
 杂文做骨漫吟诗
 “愤老”已去“孤本”长存——怀何满子先生
 读《千年虫》
 斯人虽去文章在——沉痛悼念满子兄
 从《五杂侃》悼何满老
 何老，您走好！

 怀忆学者满子乡兄
 与何满子先生的翰墨缘
 仰望“一统楼”
 何满子的打油诗
 何满子与“新三绝”
 著名学者何满子留迹“楼外楼”
 说说满子先生的字
 何曾诗家友谊情
 满子，你安息吧
 悼外公
第五编 书信往来
 他在文坛留下的痕迹不会磨灭
 ——何满子书信及我的一些附释
 附：何满子致蒋文杰信函
 法国苏尔梦女士信函两则
第六编 记者笔下的何满子
 何满子：“世界在变，我没变”
 何满子的“三律”
 何满子：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何满子：八旬老人少年文
 何满子酷评文坛三大“玩家子弟”
 “弄墨”也需有文化
 伯牙摔琴有余痛子建才高不永年
 又一位富阳籍文化名人走了
 朋友们走了“一统楼”也空了
 附：何满子答《书简》问(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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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编
 吴仲华难忘共度六十载——往事絮语
何满子著述一览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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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岳父见我不期而至，而且送来了这部书，果然喜不自胜。
他一个劲地问：哪里借来的？
怎么借到的？
还如数家珍地为我介绍了有关《资治通鉴》的版本知识。
后来岳父曾多次提起此事，并回忆说：“我一下子像贫儿暴富似的，欢喜得不知其所以。
”可见能借到《资治通鉴》，当时对他来说确实是件难以忘怀的事。
　　《资治通鉴》和《苏东坡集》等，都是岳父早年就读过的，但在那时却显得那么珍贵。
他不敢大口吞食，舍不得一口气读完。
为了尽量延长阅读的时间，他采用了细嚼慢咽的品读法，有意识地控制阅读速度，对每天的阅读量作
了大致匡算和分配，一天限读一段，不随意超量。
他甚至把小时候祖父教他们读四书五经的带读法（即在第二天上新课前必须把第一天读的内容背出，
第三天上新课前又必须把前一天或前两天读的内容背出，以此类推。
这种以旧课带出新课的教学方法，叫带读法）也用上了，一天读一段，读上三五天后，再用一天时间
把已读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遍。
这样，每隔三五天就能增出一天的阅读时间，等全书读完时，不知增出了多少天的阅读时间，同时也
不知把这本书读了多少遍。
读完一册调一册，全部读完后再从头读起，循环往复，又不知读了多少遍。
也真亏得这些书，陪伴岳父度过了在农村的最后几年时光，使他精神上的饥渴和痛苦得到了有效的缓
解。
　　粉碎“四人帮”后，借书的路子逐渐多起来了，借书也变得容易些。
教育局开始为农村中学每年配一点图书，我所在的学校有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
尽管图书数量很少，品种也极其有限，但总算能借到一点书了。
我记得，曾为岳父借过一部新出版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岳父读后发现有许多校勘错误。
他一条一条地抄录下来，一条一条地加以订正，足足有二三十页稿纸。
誊清后，寄给了出版该书的出版社，结果毫无反应。
那几年里，岳父还用从《参考消息》上获得的素材，写过一个讽刺当时苏联领导人的电影文学剧本，
寄给了复刊不久的《电影文学》杂志，当然也是石沉大海。
岳父写文章没有留底稿的习惯，这个电影文学剧也是如此。
我想，它大概早在寄到杂志社时就被处理掉了，再无重见天日的可能。
　　岳父重返工作岗位后，闹书荒的岁月终于结束。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写作，也不停地读书。
最近两三年，由于身体原因，用于写作的时间逐渐减少，而用于读书的时间却日益增多。
特别是去年，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问都用在读书上，真正做到了足不出户，手不释卷。
《鲁迅全集》是岳父每年至少读一遍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是他案头的常见书。
前两年，他还专门花时间读了《卢森堡集》。
岳父有个习惯，朋友们赠阅的新作，都是收到后就一口气读完，不像有的人那样，随手一扔而置之高
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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