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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医院）

▲

茅盾与金

振林（    年

  月于北京

茅盾家中）

我有幸成为茅盾先生生前
最后一个采访者，茅盾儿媳陈
小曼告诉我：“沈老（通称）年老
多病，医嘱谢客，让他集中精
力，完成三卷本回忆录《我走过
的道路》。”

1980年六一儿童节，八部
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第二届
（1955-1979）全国第二次儿童
文艺创作授奖大会。
白天，我有幸到人大会堂领

了奖，值得欣慰的是，陈小曼允
许我见茅盾。因为茅盾在北京
医院住院，过两天即回家了，心
情特别好，要我注意控制时间。
这真是双喜临门，这是我第

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拜访沈老。

1初见茅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

央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同

时，共青团中央在东四旅馆主办

儿童文学学习会，著名作家冰心、

严文井、冯牧、陈登科、王愿坚等

为我们举办了讲座。会议的最高

潮是拜会老作家张天翼、茅盾。

下午坐车，与儿童文学创作学

习会的四十名学友同去湘籍著名

作家张天翼家。从张宅出来，便去

拜望茅盾先生，他住交道口南三条

十三号，一个大院子，相当开阔。

会议主持人、中国少儿出版

社社长陈模考虑到茅公年老体

弱，不让多打扰，所以，先定了禁

区：分组去会客厅拜见、不提问、

不照相，不让茅公讲话费神。

在学友们再三力争之下，陈

模作了让步：准予照相。

茅公讲一口道地的浙江话，声

音不大，我这个江苏人大体上能听

懂。他讲：“我没写过儿童文学。

你们这一代，很年轻，很有希望。”

我再三跟他握手，蹲在他身

旁照了两张相片。他有一只眼睛

已失明，另一只眼只有 0.3的视

力。但走路还好。

陈模不断地招呼：跟茅公拍

了照就出来吧！然而，对茅公崇敬

如神的青年作者们，个个都不忍离

去啊！会客厅里挤满了我们的人。

最后，人少了，我们湖南三人与茅公

合影；我又与金近、陈模、叶文玲四

人与茅公照了一张相片（此照陈列

在茅盾故居——浙江乌镇）。

会见结束，当我搀扶他进卧室

时，《中国少年报》那位摄影记者又

闪光照了一张，这是那天唯一单独

与茅公合影的照片，我真幸运。

2心情矛盾访茅盾
1980年六一儿童节，是个好

日子。当晚，我又拜访了崇敬如

神的文学巨匠茅盾先生。

我和妻子周华珠按时赶到北

京医院，在一个大房间里，只见沈

老穿着无领的毛线开衫，比一年

前消瘦些，但精神尚好。一个警

卫员剥了橘子递给他，沈老津津

有味地咀嚼着，我说：“沈老，你的

牙齿还好呀！”他回答：“假的。”

我把沈老的半身塑像——湖

南工艺美术师小林的新作摆在他

面前的小桌上，问他：“沈老，这是

用浏阳菊花石雕的，你看像不

像？”他瞄了一眼连说：“像，像。”

沈老刚用过晚餐，吃过橘子

后，便与我“闲聊”，我把卡式录音

机打开，他竟一口气跟我畅谈一

个多小时，中间只去了一次卫生

间，可见他精神好，谈兴浓。

我问他的近况，沈老说，他冠

心病还不严重，血压也不高，主要

毛病是老年性气管炎和肺气肿，

还有肠胃功能衰退；不能久站，坐

得太久也不行；另外，左眼失明，

右眼视力只有0.3，因此，草体字的

来信稿和小字的印刷品都不能看

了。现在写的回忆录还没有停

下，在医院里也没停笔。沈老谈

了他的写作习惯：“现在我上午写

一点，下午不写的。过去全靠晚

上开夜车，所以弄成了失眠症，一

用脑子就睡不好觉。抗战时我四

十多岁，年纪比较轻，东奔西跑，

失眠症没有了。建国后坐办公厅

的时间多，从1949年一直到1964

年，一直当文化部长，一年总要出

去几次，睡不好觉就吃安眠药，慢

慢地，离开安眠药就睡不着了，但

安眠药又不可能多吃，所以现在

晚上不敢用脑。”

沈老很久没与外界接触了，

那晚兴致特高，我是既感激又内

疚，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又不想

放过这千载难逢的采访机会，而

茅盾则敞开了心扉。

3儿童文学最难写
沈老在商务印书馆时曾编写

过《中国寓言》等书，但他谦逊地对

我说：“我没写过儿童文学，儿童文

学最难写。”听说当天上午我代表湖

南三位作家领奖，他连说了几个“好

啊”。我说：“今天大会上听周扬同

志说，叶绍钧（圣陶）的《稻草人》是

中国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有人

持不同看法，沈老以为如何？”

沈老思索了片刻后说：“在

《稻草人》以前，好像过去没有人

写过。”接着，他谈起“五四”以来

儿童文学的发展梗概。

“我没有写过儿童文学，只是

编过几本童话，大概相当早。那时，

商务印书馆的孙毓修从外国翻译了

《无猫国》，以后有《格列佛游记》《大

人国小人国》，那时安徒生童话还没

有翻译过来。我翻译介绍过一些外

国童话，或者引用过外国的材料，

这都是二十年代的事了。”

我请教沈老：“这次授奖大会

上，不少作家提出儿童文学如何

突破的问题，请沈老指点指点，如

何下手。”沈老笑了笑，谦虚地说：

“我也想不出如何下手。是不是

可以这样分工：有些人就专门写

童话，为最小的孩子服务，可以用

比喻的方法搞童话，猫啊，狗啊，

最小的孩子喜欢，容易接受；有些

写给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看；中学

生就要看科学幻想作品了。儿童

文学难写，童话是最难写的。孩子

们喜欢看惊险曲折的故事，你写勘

探队的历险故事，孩子们就喜欢看

的。”沈老说，要提高写作水平还要

多看名著。沈老又说：“你们这一

代，很年轻，很有希望。”

4“周总理保护了我”
沈老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现

代史上大半个世纪，也是风云变

幻的血与火的年代。

“我的一生所搞的事情，作为

一个作家，还算是比较丰富的。”

沈老回味无穷地说，“不是指创作

的题材，是指生活道路。”

“你可以写回忆录呀，把一生

的经历写出来，对后代也是很有

教育意义的啊！”我大胆建议。

“是啊，是啊，我正在写，已写

到1927年大革命了。”

从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可

以看到，沈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

年代，与国共党政要人毛泽东、周

恩来、宋庆龄、瞿秋白、恽代英、萧

楚女、邓中夏和蒋介石、汪精卫及

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

均有交往，丁玲曾是他的六个学

生之一。他亲历上海五卅惨案及

广州中山舰事件。

回首往事，沈老十分激动，他

谈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

务院总理时找他谈话，请他出任

文化部长，沈老坦率地说：“我不

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

作。”过了一天，周总理派人把沈

老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

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在等候，毛泽

东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

了，还是要请你出任文化部长。

雁冰，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

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

沈老推辞不了，只得受命，一下子

当了十五年的文化部长。

沈老半躺在床上，情绪特别

好，我怕他累了，几次要告辞，他

都扬扬手，示意要我坐下。

“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总理

保护了我。大概是这样的，那时文

化部陆定一同志是部长，实际办事，

主持工作的是肖望东同志，‘文化大

革命’一开始，总理向肖望东同志打

了招呼，所以，那次红卫兵到我家，

总理就知道了，并且做了指示。”

“到我家来的红卫兵是人民

大学的，他们进来，总理就传来指

示：只准看看，不要乱动！我们文

化部也有红卫兵，跟人大的红卫

兵一同进来，进屋，就跟我耳语了

几句，要我放心。还好，那些红卫

兵只在我房里看一看，没有动

手。时间久了，我们单位的红卫

兵对他们说：‘走吧走吧，没啥看

的!’就把外边的红卫兵领走了。”

5红色之家 中年丧女
“我的回忆录写到建国为

止。”沈老说。写到1949年，还要

写二十年。这个二十年，中国发

生了多少事情啊！

“再写二十年，一定有几十万

字要写啰？”我问沈老，“有没有人

协助你啊？”沈老说：“这二十年，

顶多再写二三十万字，总共加起

来当然不止这些。我过去写的东

西、自己没有保存，现在从旧书旧

报上边搜罗了一些。上海图书馆

也有同志帮我搜集资料。主要靠

我儿子、儿媳帮我查资料。”

沈老从他的儿子儿媳谈到他

的女儿、女婿。

“我的女婿叫肖逸，解放太原

时，他是个前线记者。他随同解

放军到前线喊话，要敌人投诚起

义。阎锡山的部队派人出来讲条

件，要投降，条件没讲好。这时，

敌人听见我们的战士在喊话，就

朝喊话的方向随便打了一枪，刚

好打中肖逸的脑袋，他就壮烈牺

牲了，那时候，他才三十来岁。”

听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沉痛

与惋惜。听说，肖逸的文章写得

很好，有同志还想收集成册，替他

出本集子。康濯同志告诉我，当

他把肖逸的作品目录拿给沈老看

时，沈老十分激动。

“我的女儿叫沈霞。”沈老缓

慢地接着往下说，“我只有一个儿

子、一个女儿，我从延安回重庆

时，儿子女儿都留在那里。我的

女儿死得很意外，当时，日本刚刚

投降，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调一

批人，从延安经过内蒙古到东北

去。1939年在新疆的时候，我们

请了一个‘白俄’教她俄文。‘白

俄’不会讲汉语，就请她指着东西

发音，直接教。到了延安，沈霞继

续学，俄语学得很好。派她去东

北，她也很想去。可是，那时她已

怀了两个月的身孕，恐怕路上耽

搁太久了，行军很不方便，就用刮

子宫的手术流产。手术很简单，

找了个大夫，大夫也是匆匆忙忙要

出发。他先给别人做了个手术，又

给沈霞做了，结果，把那个人的病

菌带到她的子宫里，第二天就发

烧，疼得不得了，大夫却未重视，也

不来检查，只给点止痛药，结果当

天夜间就很意外地死了。”

“我的弟弟叫沈泽民，是我介

绍他入党的，后来在鄂豫皖苏区

任省委书记，他有肺病，苏区生活

艰苦，又要打仗，他的肺病很严

重，也没很好治疗，1933年11月

20日，突然大吐血，不治而亡，死

的时候才三十三岁。”

忆亲属，沈老感到十分惆怅，

我听了也很难过，中年丧子（女），

是人生最悲痛的事，还有弟弟和

女婿是为革命英年早逝，真是红

色之家啊！

话题转到儿孙身上，他的眉

宇又舒展了。

“我的儿子现在五十几岁了，

孙儿孙女有三个，大的一个是孙

女，中间是孙子，小的是孙女，只

有十一岁，她的生日比我迟一个

礼拜，我是1896年7月4日生的，

整整八十四岁了。”

我宽慰他：“沈老只是有些慢

性病，还可以干一二十年哩！”

沈老笑道：“这个身体，很难说

啊！现在就希望能把回忆录写完。”

可惜，天不永其年。9个月后

的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沈

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就在他逝世十天前，1981年3

月17日，沈老的身体似乎完全恢

复了正常，他问儿子韦韬，他的作

品在“文革”后重新出版了多少

种。韦韬念了一长串书名，沈老

惊讶道：“想不到有那么多了！”接

着他就念了一串他要赠书的人

名，都是他比较熟的文艺界的老

朋友，又说：“这一次我就不签名

了，可以盖上我常用的那个图

章。”（见《父亲茅盾的晚年》）

这件事成了沈老的临终嘱托

之一。

6意外的馈赠
那晚，沈老的话匣子一打开

就关不住，不知不觉谈了六十分

钟，我一看手表，不禁大吃一惊，

妻子给我和沈老拍了几张合影，

又给他单独拍了几张生活照。

我们向沈老再三告辞，祝愿

他健康长寿，沈老跟我们握手告

别，并亲口答应给我写条幅，笑

道：“我明后天也要出院了，在家

里好做事。”言语间，洋溢着欢欣

而又轻松的情绪。

回到大会安排的住处，我给

茅盾儿媳陈小曼打电话，告诉她

拜访沈老的情况。并说，沈老答

应给我墨宝，陈小曼回道：“根本

不可能，向他要条幅的国内外友

人，已有一二百人了。”于是，这件

事我也就把它丢在脑后了。

谁知，到了十一月初，我意外

地收到陈小曼的信。

我轻轻展开条幅，只见上边

写着：

呼风唤雨寻常事，锥指管窥

天地宽，科技关头多险阻，神州九

亿兢登攀。

祝全国科技大会

振林同志两正

茅盾（印）

一九八〇年十月 北京

沈老逝世三周年后，我收到

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茅盾回忆

录《我走过的道路》（三卷本）。我

知道，这是茅盾的家属依照茅盾

在1981年3月17日的遗嘱赠送

的，弥足珍贵。

沈老和他的子女们，是性

情中人，是诚信之人，想不到

对我这个晚辈的两件承诺，都

能全部兑现，其高风亮节使我

终生难忘!

本版摄影 周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