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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傅聪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独奏会。
一如既往，会场上坐满了心仪演奏家超卓琴艺的听众，屏息静气中，期待着钢琴诗人的演出。
傅聪出场了，颀长的身影，在如雷掌声中，缓缓地，凝重地，一步又一步走向钢琴；然后，又缓慢地
，庄重地，扶着琴边，坐了下来；接着，他聚精会神，舒展双手，开始弹奏，一片洋溢诗情的乐韵琴
声，迅即流泻出来，如清泉、如甘露，滋润了每一位听众的心田。
那天，傅聪弹奏的是德彪西的《英雄摇篮曲》、海顿的《C小调第33奏鸣曲，作品HobXVI：20》、萧
邦的《三首马祖卡，作品59》与《升F大调(船歌)，作品60》，以及舒柏特的《降B大调奏鸣曲，作
品D960》。
这些精致优美而又成熟复杂的乐曲，在演奏家倾注了生命力的演绎下，显得如梦如幻，如诗如歌，既
活泼又典雅，既抒情又激昂。
演奏完毕，钢琴家再次扶着琴边，慢慢起身致意，徐徐步入后台。
听众再次以如雷掌声，要求“再奏一曲”，傅聪亦不负众望，加奏一阕，令全场听众如痴如醉，尽兴
而归。
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超水平演出，一切都完美无疵，唯独演奏家的行动似乎显得特别迟缓，“毕竟是
岁月留痕了”，有的评论家事后说。
那天，众人只看到台前的精彩演出，而不知台后的动人故事。
原来，傅聪在来港演奏前不足一周，不慎在成都机场摔了一跤，导致右边两根肋骨断裂，其痛楚可想
而知。
但是为了承诺，为了信誉，为了对艺术的追求与执著，他仍然坚决扶伤来港，忍痛演出。
十二月二日在场聆听的观众，可有人知道钢琴家在琴键上十指如飞的演出时，每一个音符的弹奏，每
一下指键的接触，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才换取得来？
演奏完毕的台后，演奏家热汗淋漓，渗透了捆绑身上的医疗背心，这是国内医院为傅聪伤后特制的护
甲。
就是带着这样的护甲，他坚持来港，坚持练琴，坚持演出且不让人知道实况。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钢琴家身体力行的人生价值，早在当年父亲傅雷给他上第一课
《论语》时，已深植心中。
的确，对傅聪来说，艺术的大任既然放在眼前，个人的伤痛早已置诸脑后了。
曾经有人说，翻译是“带着镣铐起舞”，那么，那天亲眼目睹的却是演奏家“带着镣铐奏乐”，于是
不由得不想起，傅雷与傅聪，这身为翻译家与演奏家的一父一子，在心灵上、精神上、思想行为上，
真如一双互相映照的镜子，他俩之间的交流与共鸣，早在《傅雷家书》的字里行间已展露无遗了。
《傅雷家书》所刊录的，乃是傅雷与傅聪之间自一九五四至一九六六年之间的书信。
当年，这批书信，只是父与子之间的私人函件，执笔者从未想到日后会刊行成书，且风行各地，然而
这毕竟不是寻常父子之间的闲话家常，而是两位特殊艺术家之间的心灵对话。
我们所看到的，除了为人父者对国外游子的无尽思念，无限悬挂，还有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
的民族大义，蓄满特殊一代共同记忆的时代反思。
我们看到的，更是对文化的传承，对艺术的追求。
艺术在最高层次上，是超越民族、不分畛域的，而吾人对生命的礼赞，对生命极终意义的探索与追求
，也是永无止境、亘古常新的。
正因为如此，《家书》中所体现的，不仅是人间的挚爱与关怀，也是超越生命(Larger　than　life)的气
魄与胸襟。
《家书》中所充斥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真理的追寻。
父子之间共同呈现的乃是奔放的热情，激越焕发的生命力。
傅雷曾经要求儿子：“先做人，再做艺术家，最后才做钢琴家”，他希望傅聪成为一位“德艺俱备，
人格卓越的艺术家”，而今时今日我们看到的傅聪，的确已体现了《家书》所言的精神，不负父亲当
年的期望：他的思想境界如此成熟丰沛，而艺术生命却是年轻而活力充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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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傅雷，身处斗室，而心系家国，甚至遍及文化、艺术以及全人类的命运，这一切，都不会老，
不会过时，不会因三五十年的光阴而变得褪色苍白。
傅雷出生于一百年前，如目前仍然在世，已是一位白发蟠然的世纪老人，无奈一九六六年那场时代的
狂风骤雨，摧折了这棵枝叶扶疏的苍翠大树，如今，树已不在，然而它的影响力，却通过全集、译著
与家书的出版，而越来越强，历久弥新。
《家书》撰写于五十年前，半个世纪过去了，却在一代又一代有良知、有深度的读者心目中，如惠风
吹拂迎风悬挂的风铃般，拨动了无数敏锐的心弦，使千千万万读者为之感悟、为之动容，为之一读再
读，而每读必有所获。
傅聪曾经说过，傅雷童年时由寡母带大，在浦东乡下，孤独寂寞，偶尔看到窗外，春天时有一只蝴蝶
飞来，已是童年最美的回忆了。
如今，一个世纪之后，在众声喧哗、繁嚣扰攘的闹市中，却有许许多多既温柔又善良，既朴素又深刻
的赤子，在争名逐利、追求物质的混沌中，力求众醉独醒而深感彷徨，但愿《傅雷家书》，犹如翩翩
蝶影，能飞入千家万户的窗棂，慰藉落寞无告的心灵，为他们洗涤尘垢，点燃希望，激励他们对生命
的真谛，重新探索与追寻。
《傅雷家书》把诞生于百年前的翻译家那一生的人品译德，铮铮风骨，披露在读者面前。
假如当年没有文字的记载，就没有记印，没有传承，而傅雷与傅聪、傅敏父子之间的交流与共鸣，就
如截截断线的残迹，难以留存。
感谢傅氏昆仲，尤其是傅敏多年来孜孜不倦、钩稽史料，才使《家书》得以今日的面貌，呈现于世。
《傅雷家书》早已于一九八一年结集出版。
自刊行以来，历时二十八载，先后印制七版。
我曾经应邀为英、法文家书中译，也为全书所涉外文译注，因此，对全书来说，既是忠实的读者，也
是参与其事的译者，这双重身份，使我对《家书》百年诞辰纪念版的刊行，更感到由衷的喜悦，特为
之序。
金圣华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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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雷家书》所刊录的，乃是傅雷与傅聪之间自一九五四至一九六六年之间的书信。
    《家书》中所充斥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真理的追寻。
父子之间共同呈现的乃是奔放的热情，激越焕发的生命力。
    《家书》撰写于五十年前，半个世纪过去了，却在一代又一代有良知、有深度的读者心目中，如惠
风吹拂迎风悬挂的风铃般，拨动了无数敏锐的心弦，使千千万万读者为之感悟、为之动容，为之一读
再读，而每读必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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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多人都知道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对这个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傅敏却知之甚
少。
傅敏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坎坷人生和他在苦难中始终没有泯灭的正直和善良感人至深。
他和父亲大吵了一场傅敏初中毕业的时候，跟父亲傅雷大吵了一场。
原因很简单：傅敏要求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而傅雷则坚决不同意。
大概从小耳濡哥哥那黑白键弹奏出的音乐之声，傅敏也酷爱音乐。
当傅敏主动要求上音乐学院附中时，万万没有料到，傅雷摇头！
傅敏实在想不通，他跟傅聪是亲兄弟，父亲为什么厚此薄彼？
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哪！
大哭，大吵，大闹，无济于事。
傅雷对满脸泪水的阿敏作了如下说明：“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
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
‘半吊子’，何必呢？
”最后，傅雷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
”胳膊拧不过大腿。
傅敏从华东师大一附中初中毕业之后，直升该校高中，打消了半途投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念头。
他真是教书的料当他的音乐之梦破灭以后，他决定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文学翻译家。
组织上格外看重他，要保送他到北京外交学院。
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学院大门。
1958年4月30日，父亲傅雷被错划为“右派”。
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入英语系三年级学
习。
外交家之梦，从此彻底破灭了。
傅敏强忍着内心的隐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终于在1962年暑假毕业。
他，一个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
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说：“这么个高才生，你们不要，我要！
”尽管父亲曾说过他“是块教书的料”，而他一直不以为然。
万万没有想到，竟给父亲在十年前言中了！
傅雷给他打气，校长扶他上马，学生是一团火。
一接触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学生，傅敏心中的冰块立即融化了。
傅敏勤勤恳恳做事，认认真真教书，有板有眼，从不马虎。
他曾受教于父，他向父亲提问，父亲从不正面答复，总是反过来向他提问，旁敲侧击，一直到他自己
说出答案。
如今，他把傅雷的那套教学方法搬了出来，他也着力于开动学生的脑筋，让学生独立思考，搞“启发
式”没多久，校长就让傅敏开试验班，上观摩课，把他作为教学骨干使用。
许多外校的老师都前来观摩，称赞这位上海小伙子有两下子。
渐渐的，傅敏在英语教学上小有名气了。
两次自杀1966年9月3日晚8点，“父母亡故”。
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傅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尽管当时他不知道父母双亡的详情，但是他百分之百地断定：死于非命！
不幸连着不幸。
就在傅敏最为不幸的时刻，他失去了他的心上人，他们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时便开始相爱。
傅敏分配到北京女一中，小蓉常常来看他。
料想不到，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成了对傅敏与小蓉之间爱情的“暴风骤雨的考验
”：9月3日，从上海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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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学院贴出大字报“批判”小蓉，醒目的标题便是“大右派傅雷的儿媳妇”！
这年年底，小蓉参加“大串连”，回到了上海。
翌年初，当小蓉重返北京，几乎不来看望傅敏了。
正在傅敏感到纳闷之际，小蓉写来一封信。
傅敏顿时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几乎不能自制。
他深深地爱着小蓉。
这深深的爱，使他的理智渐渐清醒。
他明白，由于父母“畏罪自杀”，他已属于“杀、关、管”的后代，已经打入“另册”，他未来的命
运已经注定是不幸的，何必使一个清白的姑娘受他牵连？
他给小蓉写了回信。
信寄走了。
从此以后，虽然两人都在北京，傅敏再也没有去找过小蓉，再也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
家破人亡，恋人分手。
本来，他家书、情书频频，如今孑然一身，形影孤单，家书不再有，情书不再来。
傅敏因在写给一位插队东北的学生的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那封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
，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证”。
他，成了囚徒，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腥风血雨，笼罩着女一中。
傅敏全身浮肿，脸都走样了，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
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拿人不当人，皮鞭棍子响。
傅敏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心走上绝路，跳河自尽。
傅敏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
这时，他被红卫兵发现了。
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
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医院。
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
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
他左边的头皮，从此留下碗口大疤。
傅敏被红卫兵拖回学校。
“妄图以自杀对抗运动！
”好家伙，又加了新罪名，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厕所的时候，手摸电门，再度自杀。
可是，他穿的是胶鞋，触电未死。
欲生不得，欲死不能。
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尝够了。
他仿佛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不知道时间怎样从身边过。
傅敏的要求1979年，傅敏去英国探望惟一的亲人：兄长傅聪。
同事们挥泪相送，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
然而，1980年8月，傅敏从英国途经香港、上海，乘火车回到北京。
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他。
寒暄完毕，傅敏直接向刘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不当任何“长”（出国前他是该校外语教研组组长），以集中精力钻研教学；第二，要办离婚
手续（1974年傅敏结婚，其妻后去美国，留居异乡）。
离婚了，没房子，请求在学校里住宿。
刘校长一口答应下来。
从此，傅敏真的不当任何“长”，迄今他仍是一名普通的中学英语教师。
我感到奇怪：1962年，当他分配到中学教书，曾经大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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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只要说一句话，他就能从中学里调走，他为什么深深扎根在中学里，与老师、同学情投意合
，永远不愿离开中学教学岗位？
他笑了，答道：“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中学教师工作平凡而伟大的意义毫无认识。
当时，《世界文学》的主编陈冰夷找我爸爸，想把我调走，结果爸爸说：‘他现在工作得很好，也很
安心，不要去干扰他，引起思想上的波动。
’就这样，我一直在中学教英语。
”“如今，我是有20多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了。
我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职业。
中学教师是很光荣的，是灵魂的工程师，是神圣的职业。
在英国，他们的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的，教材也编得好，可惜教师缺乏事业心，缺乏高尚的献身
精神。
他们教书是为了赚钱，上课时学生听不听他不管，一看手表，到了时间，课没讲完也马上下讲台回去
。
这一点与我们中国很不一样。
出去一年，我真感到我们中国的中学教师是最好的教师。
我们中国有些中学教师为了培养学生，不计时间，不讲报酬，工资虽然低，可是命都舍得豁出去，我
为做一个中学教师而感到自豪。
在外国人面前，我总是很响亮地说，我是中国的一个中学教师！
”每年“九·三”我都会大哭一场相比傅聪的偶像光环，弟弟傅敏则显得默默无闻。
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编《傅雷家书》，他的名字几乎不太会被大众所提及。
但是在小时候，傅敏也和傅聪一起学习、调皮、挨父亲打、受母亲疼，现在的傅敏已经从中学退休在
家养老，年轻时，他继承了傅雷一半的事业：做一名英语老师，一辈子为中学的英语教育播撒种子。
虽然长期生活在北京，但是傅敏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出口便是家乡话，真可谓乡音未改鬓毛衰。
傅聪1948年起在昆明读中学期间，傅敏随父母回到上海，居住在江苏路。
“父亲这一生从不求人，但他很愿意帮助别人。
不过，对自己的子女，他就不这么慷慨了。
我这一生就靠过一次父亲的关系。
当时我考进了光华附中（现华师大一附中），成绩不是最好，所以进不了优等生班，于是我母亲出面
与杨滨校长求情，条件是我必须好好学习。
打这以后我不再游手好闲了，开始认真读书，在班级里一直是名列前茅。
”傅聪在离开祖国前，一家子都去火车站月台送，傅敏是哭得最伤心的，“因为哥俩感情好得很，我
少了一个玩伴，能不伤心吗。
”傅敏说，“傅聪比我大三岁，从小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同。
他对傅聪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个学那个，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学校的教育。
在我中学毕业之后，父亲对我说：‘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
’我学小提琴老是不长进。
”因为从小与傅聪一起长大，所以傅敏也没有失宠的感觉，但直到今天傅敏仍想不通父亲为何看人如
此准确。
傅敏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和兄长一样与父母离别。
“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
但是父亲好像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想让自己的孩子经受住更多的锻炼。
他在那时期每次来信，都会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并且鼓励我克服当地的困难。
”尽管每年寒暑假，傅敏都会回家一次，但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了。
在1962年底，傅敏被分配进了一所中学教英语。
“这所中学的条件很差，《傅雷家书》中父亲在写给傅聪的信里也有提到。
为什么会分配进这所中学？
一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当时没有人敢要我；二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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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托他，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档案从市里面调了进来，然后把四个俄语班全部改成英语班，教
材我自己写。
当时我和父亲的通信都在讨论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这是父亲和我讨论最多的问题。
”与父母见的最后一面是发生在1965年，傅敏回家探亲。
1966年，身为教师的傅敏隐约预感到自己的身份总会出事儿，有一天晚上，他含着泪默默地将与父亲
、哥哥的所有书信，扔进火炉烧了。
“这就是为什么《傅雷家书》中只有我和父亲的三封通信，这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
傅敏记得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封家信：有一次，刚刚上岗的傅敏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加进一段自己翻译
的作品。
没想到他接到父亲的来信扎扎实实的十一页纸，其中不仅有对傅敏的鼓励，还详细地指出傅敏翻译中
的诸多错误，分为语法、词汇和理解能力等几部分，洋洋洒洒让傅敏惊讶父亲的博学和热心。
“他身前对事不对人，在以前三联版的《傅雷家书》中，有许多XXX，这表示一些著名人士的名字。
父亲说话不长心眼，得罪了人也不知道。
钱钟书、老舍、矛盾都被他写进过批评名单中。
”傅敏说道，其实傅雷对知心朋友非常好。
“他对人都很好，从不对朋友说假话，但是他有两个好朋友最后告发他，而且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
诬蔑，让他非常痛心。
昨晚上还在家里一起吃饭，第二天就去检举，实在是太要不得了。
”傅敏说到这里，深恶痛绝。
“‘文革’开始的第一天，红卫兵就来我家查信，一封也查不出。
”傅敏说，他是在9月4日接到舅舅的电报方得知父母的去世。
“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心如刀割啊。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回去，我在北京正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呢。
”“文革”结束后，傅敏开始收集父母的家信，“这其中主要是傅聪从英国回来带回来的。
其实，就算我当时没有把信烧掉，父亲和傅聪的来信相对来说还是精彩一些。
毕竟，他和傅聪有更多共同的语言，音乐是最主要的。
当然，他对我们两兄弟的生活、婚姻、财政等问题也是抓得很牢的。
我奉劝所有的青年人，都去看一下父亲在我恋爱时候写给我的信：该如何把握感情问题。
”傅敏老老实实地在一所中学里教课，退休前的职称是“特级英语教师”。
他时常回忆着父亲身前的点点滴滴，找到机会就会与朋友们分享。
“我时常在梦里回忆小时候与父母的快乐时光。
每年到了‘九·三’左右，我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把积压在心里的怨气都发出来。
这连我太太也不知道。
他教诲我做人的基本原则，终身受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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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傅雷家书》序言 金圣华不是前言的前言：傅聪家信傅雷夫妇给出孩子们的信一九五四年[三十
三通]一九五五年[十六通]一九五六年[十一通]一九五七年[十通]一九五八年[三通]一九五九年[二通]一
九六○年[十七通]一九六一年[二十通1一九六二年[十九通]一九六三年[十二通]一九六四年[七通]一九
六五年[十二通]一九六六年[五通]代跋  读家书，想傅雷 楼适夷编后记 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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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月23日夜半你走了快一星期，[傅聪在京的学习结束，动身赴波留学前，于六月十一日回家一
周，六月十八日返京，直到七月八日才动身赴波。
]我们俩的疲劳还未消退。
每天早上不到九时总起不来。
你这次回来以前，一向都是八点就醒的。
你一走，不知怎样，晚上总睡不好，早上骨头酸痛，浑身瘫痪。
不知你身体怎样？
6月24日下午终于你的信到了！
联络局没早告诉你出国的时期，固然可惜，但你迟早要离开我们，大家感情上也迟早要受一番考验；
送君十里终须一别，人生不是都要靠隐忍来撑过去吗？
你初到的那天，我心里很想要你二十以后再走，但始终守法和未雨绸缪的脾气把我的念头压下去了，
在此等待期间，你应当把所有留京的琴谱整理一个彻底，用英文写两份目录，一份寄家里来存查。
这种工作也可以帮助你消磨时间，省却烦恼。
孩子，你此去前程远大，这几天更应当仔仔细细把过去种种作一个总结，未来种种作一个安排；在心
理上精神上多作准备，多多锻炼意志，预备忍受四五年中的寂寞和感情的波动。
这才是你目前应做的事。
孩子，别烦恼。
我前信把心里的话和你说了，精神上如释重负。
一个人发泄是要求心理健康，不是使自己越来越苦闷。
多听听贝多芬的第五，[系指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
]多念念克利斯朵夫里几段艰苦的事迹(第一册末了，第四册第九卷末了)，可以增加你的勇气，使你更
镇静。
好孩子，安安静静的准备出国吧。
一切零星小事都要想周到，别怕天热，贪懒，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妥帖。
行前必须把带去的衣服什物记在“小手册”上，把留京及寄沪的东西写一清账。
想念我们的时候，看看照相簿。
7月4日晨孩子，希望你对实际事务多注意些，应办的即办，切勿懒洋洋的拖宕。
夜里摆龙门阵的时间，可以打发不少事情呢。
宁可先准备好了再玩。
也许这是你出国以前接到的最后一信了，也许连这封信也来不及收到，思之怆然。
要嘱咐你的话是说不完的，只怕你听得起腻了。
可是关于感情问题，我还是要郑重告诫。
无论如何要克制，以前途为重，以健康为重。
在外好好利用时间，不但要利用时间来工作，还要利用时间来休息、写信。
别忘了杜甫那句诗：“家书抵万金”！
7月15日你临走前七日发的信，到十日下午才收到，那几天我们左等右等老不见你来信，焦急万分，究
竟怎么回事？
走了没有？
终于信来了，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你是一个人走的，旅途的寂寞，这种滋味我也想象得出来。
到了苏联、波兰，是否都有人来接你！
我们只有等你的消息了。
，望你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学问上，多用理智，少用感情，当然，那是要靠你坚强的信心，克制一切
的烦恼，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非克服不可。
对于你的感情问题，我向来不参加任何意见，觉得你各方面都在进步，你是聪明人，自会觉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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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是你妈妈，我们是休戚相关的骨肉，不得不要唠叨几句，加以规劝。
回想我跟你爸爸结婚以来，二十余年感情始终如一，我十四岁上，你爸爸就爱上了我(他跟你一样早
熟)，十五岁就订婚，当年冬天爸爸就出国了。
在他出国的四年中，虽然不免也有波动，可是他主意老，觉悟得快，所以回国后就结婚。
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是难免的，不过我们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到现在
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爸爸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
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
的，可以安慰的。
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现在你也长大成人，父母对儿女的终身问题，也常在心中牵挂，不过你年纪还轻，不要操之过急。
以你这些才具，将来不难找到一个满意的对象。
好了，唠唠叨叨写得太多，你要头痛了。
今天接到你发自满洲里的信，真是意想不到的快，高兴极了！
等到你接到我们的信时，你早已一切安顿妥当。
望你将经过情形详细告诉我们，你的消息，对我们永远是新鲜的。
爸爸的书房墙壁做好了，可是要等于透，方可迁入。
现在爸爸在三楼工作，很安静，新译的书于八月中可以脱稿。
阿敏放假了，为了学习问题，有些闹情绪，精神影响身体，这几天很没劲。
关于他的问题，爸爸会跟你谈的。
7月27日深夜／28日午夜莫斯科的信昨天收到。
我们寄波兰的航空信，不知一共要多少日子，下次来信望提一提。
近来我忙得不可开交，又恢复了十小时以上的工作。
这封信预算也要分几次写成。
晚上睡觉不好，十二点多上床，总要一小时以后才人睡。
原因是临睡前用脑过度，一时停不下来。
你车上的信写得很有趣，可见只要有实情、实事，不会写不好信。
你说到李、杜的分别，的确如此。
写实正如其他的宗派一样，有长处也有短处。
短处就是雕琢太甚，缺少天然和灵动的韵致。
但杜也有极浑成的诗，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这首胸襟意境都与李白相仿佛。
还有《梦李白》、《天末怀李白》几首，也是缠绵悱恻，至情至性，非常动人的。
但比起苏、李的离别诗来，似乎还缺少一些浑厚古朴。
这是时代使然，无法可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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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傅雷家书》自一九八一年刊行以来，深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喜爱。
二十八年来，先后出了七个版本，至今畅销不衰，显示了这本家书的强大生命力。
随着家信的不断发现，尤其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六年间全部家信母亲抄件的发现，以及英法文信件的
摘译，加之环境的逐步宽松，使家信的选编更为自由，内容也更加丰富。
父母家信得以留存的，主要是致傅聪部分，致傅敏部分由于历经“文革”浩劫，仅剩三封，还是母亲
的抄件。
这批信函写于一九五四至一九六六年，距今已有半个世纪。
信函所涉及的人和事，对当今青年来讲，已成历史。
为帮助他们阅读，这一版定为精选注释本。
凡信中的主要人物及具体事例酌加注释，尤其是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这五年问的信函。
作为映衬，适当摘选当年傅聪的家信，以提供相应背景，理清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部分资料，选自父母当年辑录的三小册《聪儿家信摘录》的残本。
目前留存的家信有三百○七封：父亲的信二百三十五封，母亲的信七十二封；其中英文信六十五封，
法文信九封。
本版家书精选其中的一百六十七封：父亲信一百三十四封，母亲信三十三封；约占现存家信的百分之
六十五。
仅以此精选注释本纪念父亲的百年诞辰，愿傅雷永远活在真诚正直善良的人们心中。
傅敏二○○八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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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辑印在这本集子里的，不是普通的家书。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ldquo;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说
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
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
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
的&mdash;&mdash;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
面&ldquo;忠实的镜子&rdquo;，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
面，&rdquo;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
切，做一个&ldquo;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rdquo;。
　　&mdash;&mdash;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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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傅雷家书(精选注释本)(1908-2008傅雷百年诞辰纪念)》设计者：朱赢椿，著名装帧设计师，2006年12
月获“中国最美的书”称号、2007年德国莱比锡2007年度“世界最美的书”《不裁》的设计者，南京
书衣坊工作室主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美术编辑，中国版协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会员。
先后有十几部装帧设计作品和论文在国内国际书籍装帧展获奖，他的书装设计“使中国图书设计的自
己的表达语汇”，代表了中国书籍装帧设计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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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