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烟桥的一生涉足文坛!

教坛!影坛"创作颇丰"著作等

身"在地方文献收集!文物保

护等方面卓有贡献#

!"#$年" 范烟桥出生于

苏州吴江同里的书香门第范家"

为范仲淹从侄范纯懿之后$父亲范

葵忧为江南乡试举人"母亲严云珍

通文墨"亦为同里名门之后$ 范烟桥 %岁开始识字

启蒙"喜读小说"爱阅弹词"沉迷其中"得了近视"以

后一直戴副墨镜$ &#'(年"范家搬至苏州温家岸$

范烟桥 &)岁时就读于国学大师金松岑在同里

创建的同川公学"深受其维新思想%爱国精神之影

响$ 而帮助他开启为报刊写作生涯的则是包天笑$

范烟桥 (&岁以小品文投上海&时报'副刊&余兴'"

主编包天笑奖掖后进"予以发表$ 徙居苏州后"范烟

桥与上海报刊界接触更多"一发不可收拾$

&#&&年至 &#&*年" 范烟桥辗转求学于苏州草

桥中学(时称)%杭州之江学堂%南京民国大学# 他爱

好以文交友"仰慕以文学鼓吹革命的*南社+"结*同

南社+$ +#((年又发起创建*星社+"全盛时期"星社

社员达百人$

&#*(年 ,月至 &#*)年 -月" 范烟桥倾两年之

力主编&珊瑚'半月刊"这是苏州当时唯一的高品质

刊物$ *九一八+*一二八+国难未已"以范烟桥为中

心的同乡师友激扬文字"饱含现实情怀"倡导*文化

教国+$ 抗战时期" 范烟桥多次拒绝与日伪政府合

作"&#)*年中秋"与梅兰芳!吴湖帆等人结成*甲午

同庚千龄会+"相约誓守民族气节$

为了谋生"范烟桥在 &#*-年!&#).年分别担任

明星!金星影片公司文书$ &#*#年开始电影创作"

先后编剧 &乱世英雄'&三笑'&秦淮世家'&西厢记'

&无花果'&解语花'&长相思'等七部影片$这些影片

票房均获大卖"由他参与作词的电影歌曲&夜上海'

&花样的年华'&月圆花好'&拷红'等风靡一时"有的

成为经典和*标志性歌曲+$范烟桥将传统元素融入

中国早期歌唱片探

索" 其作品可称影

坛奇葩$

范烟桥一生著

述繁富" 据不完全

统计"已刊!未刊文

字约七八百万字$

范烟桥虽在文坛笔

耕不辍" 但他的主

要职业是教师"从

教小学! 中学一直

到教大学" 吃粉笔

饭三十多年$ &#)(

年" 日本军队占领

上海"东吴大学及其附中都被封闭$ 范烟桥与东吴

附中二十一名教师组织建立临时学校"取名*正养

中学+"范烟桥亲任校长$ 抗战胜利以后"东吴大学

和附中在苏州复校$ &#)#年"范烟桥被东吴附中推

选为苏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连任五届$

新中国成立后"范烟桥在&新民晚报'上开设*新

评弹+和*说说唱唱+栏目"发表了大量的评弹作品和

戏曲评论文章$ &#-.年代"他又在&新民晚报'副刊

*繁花+上撰写了不少描写苏州风物的美文小品$

&#%%年 -月"范烟桥被任命为苏州市文化处处

长$ &#%-年 #月"文化处改文化局"他任局长$ &#%,

年"范烟桥调任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 期

间"他积极筹建苏州博物馆"先是在文庙设苏州地

志博物馆筹备处" 后于 &#%#年整体迁往东北街忠

王府"这就是苏州博物馆的前身$ &#-&年"范烟桥

主持设计了*苏州历史文物陈列+展览$ 筹备过程

中"他亲自前往南京交涉"要回了原属苏州的沈周

&竹堂寺图'轴和部分李根源先生的旧藏文物"充实

了展览的内容$柳亚子逝世后"范烟桥亲自到北京"

向柳亚子的夫人郑佩宜征集到文物 &...多件"并

在苏州博物馆专门开辟了*柳亚子先生生平事迹陈

列室+$

范烟桥之孙范存宪曾是武

汉市教育局副巡视员，他在座谈

会上深情回忆了祖父和家人相

处时的点点滴滴，分享了祖父

“有严也有爱”的家风家教。

“我生在苏州，大约在一

岁去了汉口。一生与祖父在一

起仅有两个时段，襁褓之中和

懵懂少年。待到    年再回

苏州时，已经见不到他老人家了。”范存宪

对于祖父的最初印象很大程度上是从历

史老照片中而来———一副墨镜、一袭长

衫，理着平头，嘴角上扬，威严中带点冷

峻，不苟言笑，“用当今的流行词来形容，

是很酷很有气场的样子”。直到长大后，通

过长辈的讲述、同辈的回忆、报章的文章、

坊间的传说，范存宪才对这位名满江南、

声闻遐迩的祖辈有了全新的认知。

在范存宪看来，祖父范烟桥性格豁

达、开朗。他说，    年，祖父写过一篇

《我的家庭》，文章写道，“我是爱寻快活

的人，无论什么拂意的遭逢，我总是抱

着乐观，不许有十分钟愤怒和懊丧，在

我的腔子里发表出来，就是逗留在脑海

里，也不容长久不去的，所以我可算是

家庭间的快乐种子”。“因此我想，祖父

面相上威严，心底里其实有着许多的和

善与慈祥。”范存宪说道。

范烟桥夫妻育有三子四女。其夫人

沈兆球，为吴江著名绅士沈临庄的第七

女。范烟桥曾在《我的家庭》这篇文章里表

达过一个家庭“有了慈母，不能不有严父”

的观点。但范存宪听长辈说过，“祖母的慈

是一贯的，而祖父的严是不时的”，他认为

祖父祖母的家庭教育理念也可以说是“有

严也有爱，或者说严也就是爱”。

范烟桥作为当时的文化名家，虽然自己

一生笔耕不辍，名声斐然，但似

乎从没想过让子女们继承他的

衣钵，反而让子女们学科学、会

技能、有专长。他的子女悉数接

受新式教育，学习医学、化学、

造船、电机、语言、体育等，范烟

桥均任所发展，不作干预，体现

了兼收并蓄和民主宽容的现代

思想。“而且祖父祖母宽严相

济，相得益彰，在有形无形中熏陶、浸染、造

就了子女们坚韧不拔的意念、好学上进的志

向和独立自主的能力。”

如果说范烟桥对子女的教养是严、爱

合一的话，那么对于孙辈们，便只充满了疼

爱和慈祥。范存宪回忆说：“有年春节，慧静

姑妈的三个女儿在院子里放鞭炮、踢毽子，

嬉戏玩耍，不知是打断了祖父作文的思路，

还是影响了他的某种情绪，嫌外孙女们的

声响太大，竟第一次呵责了她们，小姑娘们

满心委屈，祖父又懊悔不已，扮笑脸寻她们

开心，像个小孩子一般。”

范存宪说，他们这一代孙辈，几乎所

有人的名字都是祖父起的，还给第四代

曾外孙女起了名字。给女孩的起名清雅

美丽，如“芒”如“珪”如“琳”如“玉”；给男

孩的起名大都直白明了，以纪念新中国

第一部宪法诞生、农业大丰收等等，“祖

父对孙辈、曾孙辈的殷殷祝福和期许，对

国家对时代的深深赞美和称颂，全都寄

寓在这些名字当中”。

范存宪表示，回顾祖父的一生，家国

故土，笔墨文章，烟酒茶食全在他的一腔

热血、满怀深情中，为子、为父、为夫、为

人、为文、为事，无不显露浓烈的亲情、真

我的性情、诚挚的友情和傲人的才情，而

今，再看历史老照片中的祖父，已经远远

不只是墨镜和长衫那么表面，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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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由民进苏州市委会与

民进上海市委会出版传媒委员会、民进

上海市委会文化艺术委员会、新民晚报

社区版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养气持志隽

语风生———纪念范烟桥座谈会”在苏州

博物馆举行。来自苏沪等地的各界代表

在座谈会上共同回顾了范烟桥先生的

家国故事、笔墨文章，学习和弘扬老一

辈文化人的崇高风范。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

副主席朱永新出席座谈会并代表民

进中央向纪念范烟桥诞辰    周年

活动的举行表示祝贺。

中共苏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王飏，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可

分别致辞。会议由民进江苏省委会副主

委、民进苏州市委会主委钱振明主持。

范烟桥是中国现代新闻报刊史

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老报人，他自己创

办和参加编辑的报纸不下十余种。范

烟桥熟悉上海的城市精神和社会生

活，为推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贡献

良多。他作词的《夜上海》等

电影歌曲脍炙人口，具有浓

郁的海派风情，被称为上海

的一张“音乐名片”。他还在

《新民晚报》上撰文描写苏

州的风物，介绍苏州园林、

评弹等艺术。站在今天的角

度看，可以说，范烟桥是“沪

苏同城”生活方式最早的践

行者。

范烟桥办报办刊的开拓性活动、

对中国早期电影创作的探索和对教育

事业的孜孜奉献，在现代文化发展历程

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座谈会上，民进

上海市委会出版传媒委员会副主任杨

柏伟、苏州博物馆学术科研部副主任李

军先后作交流发言。杨柏伟回顾了范烟

桥在上海文坛留下的诸多著述以及“诸

项全能”，认为“海派文学史是少不了范

烟桥这个名字的”。李军在发言中通过

范烟桥在苏州博物馆事业中的三个身

份，即“筹建苏州博物馆的首倡者”“苏

州博物馆藏品的征集者”和“苏州历史

文物的保护者”，回顾了范烟桥与苏州

文物文博事业的故事。

当天，范烟桥的亲友代表，包括

其师友陈去病、谢孝思、周瘦鹃、程小

青、严独鹤、郑逸梅的后人也来到座

谈会现场参加纪念活动。

著名作家王稼句长期致力于范烟

桥文集的整理和编纂。最近，由他整理

的范烟桥描写上海民生百态的文集《街

头碎弦》出版，座谈会现场举行了该书

的新书发布仪式。 记者颜静燕

范烟桥为民进中央创始人之一

王绍鏊介绍入会，并受民进总部

委托与柴德赓等筹创苏州民进地

方组织，是为苏州民进初创领导

人。范烟桥曾任民进中央候补委

员，民进江苏省委筹备委员会成员、

民进江苏省委会常委，民进苏州市委会筹

备委员会副主委、民进苏州市委会副主委。作为爱国知识分子、民

主党派代表，他曾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在担任民进苏州市委

会副主委期间，范烟桥积极组织民进会员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建

言献策，为苏州多党合作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纪念座谈会

上讲话指出，今年是范烟桥先生诞辰    周年，来到苏州博物馆，

参加纪念民进老前辈范烟桥先生的座谈会，怀念范烟桥先生从事

文化、艺术、教育事业的非凡历程，重温范烟桥先生留下的丰富文

化、教育和政治遗产，感到十分亲切。范烟桥先生的一生，经历了中

国文化从近代到现代的时代激变的过程，他深耕文学、戏曲、影视、报刊、

出版、园林、书画、音乐、评弹、灯谜、文博和美食等领域，取得了众多的创

作成果。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范烟桥先生，就是要鼓励民进青年一代继

承先辈之志，前赴后继地投身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挖掘江南文化蕴含的时

代价值，讲好苏州的“文化故事”和民进的“苏州故事”，一起守护古城、传

承创新，让生活在苏州的人们更有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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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心底里有着许多和善与慈祥

江江江南南南差差差幸幸幸风风风光光光好好好 湖湖湖山山山历历历历历历思思思悠悠悠悠悠悠
纪念范烟桥座谈会举行

范烟桥：红极一时的“江南才子”

!+9,!年代中期" 范烟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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