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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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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签名本的故事

▲ 赵超老与沈毓刚先生探望巴金后在当

日日历上作日记

▲ 赵超老赠送沈毓刚先生《延安
一月》上的题签

晚报前辈沈毓刚先生的女儿

在整理父亲藏书时，发现了一本赵

超构先生赠送的《延安一月》签名

本，执意送我留作纪念，这当然是

极其珍贵的。

《延安一月》的刊发是新民晚报

历史上值得记取的一件大事。那是

1944年初夏，《新民报》派出青年主

笔赵超构为特派员，参加中外记者西

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前后共四十三

天。在延安，赵超构深入采访了毛泽

东和中共高层领导人，细致体察了延

安抗日军民的战斗和生活状态，深受

鼓舞和感染，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

价。《延安一月》7月30日起先后在重

庆、成都二地《新民报》日刊上连载，开

始时每日刊出七八百字，后来读者不满

足，纷纷来信要求“快登”“多登”，8月

27日起每日发表二千字，10月18日全

文刊毕，11月出了单行本。到翌年2

月，再版两次，发行二万册，是为重庆

版。夏衍晚年这样转述党的领导人对

《延安一月》的评价：“周恩来同志不止

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

《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

习。1945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

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说：‘我看过《延安

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

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说回赵超老赠送的这本《延安一

月》，它是1946年在上海再版的，当

时新民报已在上海设立了分社，所以

称为上海版，封面和内页依然用了延

安美术家古元、彦涵、秦兆阳、施展等

的木刻作品，这些版画浑厚朴实，线

条和构图都很优美，反映了边区清新

健康的生活，与书的内容相得益彰。

书的扉页上，赵超老的题签是：

曩曾保留旧作《延安一月》一册，

以作自我解剖之用。久已散失，近又

搜得二册，以其一赠毓刚兄留念。

超构 七八年六、廿九日
题签的语境，自然还有着那个年

代的特点，但从赠书这一举动来看，

赵超老是无愧旧作的。

近日得知，赵超老同时搜得的另

一册，仍留存在他后人手中，足见他对

沈先生的看重。

说起来，沈先生并不是重庆《新

民报》的老人，他是1952年和唐大郎

等从《亦报》《大报》并入《新民报》晚

刊的。《亦报》《大报》是上海解放初由夏

衍指示创办的，因为当年在白色恐怖和

复杂的斗争中，有不少文化界的朋友同

情革命，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夏衍认

为纵属滴水微功，也是相濡以沫，不应忘

记。因而在他当了市委宣传部长和文化

局长后，就想方设法为这些人安排一个

可以为建设新中国贡献一己之力的机

会。他到上海打电话给唐大郎，说已经

到沪。唐回说：“你来了，我就失业了。”夏

衍说：“我来了，你就不会失业。”果然在7

月，《大报》《亦报》就创刊了，《大报》由李

之华（中共党员）任社长，陈蝶衣为总编

辑；《亦报》由唐大郎任总编辑，龚之方任

经理，沈毓刚为副总编辑。从两份报的

报名可以看出那些报人一个共同的心

性，就是他们对办小报有强烈的自尊感，

对社会上轻视小报的言论，有着强烈的

逆反心理。如明明是小报，偏要把报名

定为《大报》，《亦报》则是含有小报“亦是

一张报纸”。对于《亦报》《大报》的并

入，赵超构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他一

向认为报纸的大小与品格高低无关，小

报也可以有高品格。

当时《新民报》晚刊编辑部的负

责人，大多来自重庆社，对上海市民

社会的读者口味比较隔膜，报纸销路

一直打不开。《亦报》《大报》那些熟悉

上海的老报人的加盟，等于来了生力

军，声势为之一振，报纸出现转机，发

行量一下从六千多份上升到二万多

份。唐大郎后来担任编委兼副刊组

组长，沈毓刚担任编委兼新闻编辑组

组长，深得赵超构社长的信任。

赵超老赠书的时间是1978年6

月，那时他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而

沈先生则在译文出版社编杂志，不在

同一处上班，可见两人时常来往，交谊

之深。

1982年晚报复刊后，沈先生担任

副总编，分管副刊，对于如何办好副刊，

他与赵超老的看法是一致的。在讨论

复刊后六个版的安排时，赵超老首先

提出两个版的副刊都出“夜光杯”，而定

名“夜光杯”，则是沈先生建议的。

赵超老对“夜光杯”是有某种偏

爱的，复刊四个多月后的五月五日，

沈先生邀请赵超老来谈谈他对复刊

后副刊的看法和要求，报社其他领导

也随之而来，副刊的全体编辑都参

加。在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赵超老

谈话的要点：赵超老首先肯定副刊还

是比较耐看的，政协的老同志发言

时还引了副刊上的对子。他主张副

刊要强调社会性、群众性。重点“十

日谈”要抓好，考虑周到些，青年人

要看的。五版这样的格调差不多，

六版要更生活化些，如保护益鸟、绿

化问题等，业余生活要加强，集邮，

钓鱼，告诉读者一些常识。杂文还

是应该提倡的，“灯花”还是好的，贴

近社会生活。黄佐临的文章雅俗共

赏，可请他写写以前戏剧界的掌

故。连载可写写运动员的故事，不

是体育爱好者也要看。

赵超老和沈先生有个共同点，就

是认为副刊要面向读者，了解读者，要

平等待人，反对以训人的态度写文章。

他们都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假话。

他们与巴金老人一样，比较早地提出要

说真话。他们都是巴老的朋友，巴老那

时已陆续发表《随想录》，赵超老和沈先

生谈话中也就常牵念巴老，沈先生建议

去看看巴老，赵超老犹疑一下，说不要

打扰他了，让他好好休息。但没过多

时，赵超老又提出去看望他一下，沈先

生就陪他去了。后来巴老为“夜光杯”

写了两篇重要文章和一些短文。在

1992年1月24日的台历上，赵超老亲

笔记下：“上午，与毓刚同去探望巴老，

承赠《讲真话的书》一厚册。”不几天，他

就病重住院了，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探

望朋友，这位老友正是与他心心相通的

巴金老人。

沈先生对赵超老非常尊重，对于

“未晚谈”，即使有些建议，最终要以

赵超老落笔为准。1986年10月的一

天，总编辑老束和沈先生要我到赵超

老家去一次，让他在一篇“未晚谈”小

样上改几个字，记得那篇文章的标题

是《广州的“陷阱”案》，是讲老百姓维

权的。虽然说他们已和赵超老沟通

过，但我还是感到不踏实。当我忐忑

不安地来到赵超老家，只见他正在用

放大镜读报，见到我面露微笑，他说

已知我的来意，当即在小样上改了几

个字，丝毫没有不快。接着跟我谈起

“夜光杯”，重点是他倡议开辟的“读

者、作者、编者”专栏，要我们处理好

读者的来信来稿，刊出他们的不同意

见。谈了好一会，我怕他累着，赶紧

告辞。他老人家起身要送我下楼，那

老式里弄房子的楼梯又陡又窄，连我

都不得不小心翼翼，我再三劝阻，但

他仍坚持送我到楼下大门口，真让我

感动不已。

赵超老和沈先生都喜欢和青年人

在一起，复刊十年间，每年报社举办迎

新聚会，他们总愿意和副刊的青年人坐

在一起，赵超老病重住院前，还让吴承惠

先生带口信给我，说坚持传统，他不太担

心，但能否开拓创新，还要看一看。他

还想请副刊部的青年人一起喝喝茶。

在《新民晚报》即将迎来创刊95周

年之际，我想把赵超老赠送沈先生的

《延安一月》签名本转赠给报社，希望报

社的青年人能记得以赵超老为代表的

晚报前辈，实现他们的愿景：长江后浪

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在新闻出版界被尊称为“老将”的赵超

构前辈，是我的恩师。1956年2月，我23岁，

由华东团校调入新民报晚刊（1958年改名为

《新民晚报》）。当时晚报刚合营不久，编辑部

人员大多是1949年前从事新闻工作的老报

人，青年很少。老将在他简朴的办公室接待了

我。他向我介绍了新民报的历史，讲述了新闻

工作的要求，勉励我大胆地干。他说，报社需

要你们这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来龙腾虎跃。

他安排我做记者，到新闻第一线去摸爬滚打。

他说，做记者要勇于捕捉新闻，“别人把大门关

了，你能从窗子里跳进去”。做记者也要静得下心，“即使在南

京路百货公司这样热闹嘈杂的环境里，也能写出稿子来”。

随后，老将发现我有一点理论素养，喜欢写点小文章，

又及时鼓励我学写时评和杂文。他说，要锤炼自己成为多

面手。1990年冬，我出版了一本题为《海上乱弹》的杂散文

集，我将此书送给老将时，写的题词是：“林放师教正”。随

后，他签赠了刚刚出版的《未晚谈 · 二编》给我。这是他的第

三本杂文集，收的是1985年至1989年间的作品。在这以

前，他出版过《世象杂谈》，收入1954年至1965年期间的作

品，《未晚谈》则收“文革”结束后至1984年的作品。他的杂

文，既可读，又耐读。

“文革”期间，晚报工作人员“一锅端”去了位于奉贤海

边的五七干校，我与老将在田头沟旁边有时不期而遇，但多

默默不能语。后期落实政策，老将被安排到上海辞书出版

社编辞海，我则被调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小说，两个单位虽

属同一系统，但因距离较远，这期间与老将少有来往。1982

年，雨过天晴，晚报复刊，老将重新出马，再度开张的“未晚

谈”，得到读者普遍欢迎，我则是每篇必读，感受恩师的情怀

和睿智。他的赠书更是我的珍藏。

我与老将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91年8月一个周末

的晚上。那天，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沪上几位文化老人，在

树木浓密、绿草成茵的丁香花园小聚，商谈编辑一本《文化

老人话老年》的书，到场的有许杰、施蛰存、柯灵、罗洪、朱

雯、范泉、丁景唐等，时年82岁的老将先我而到。我一进

门，即趋前问候：“老将，近来身体还好吗？”他说：“还好，只

是两腿乏力，不能多走路了。”我一看，果然在他的身旁，多

了一根竹节拐杖。但他精神仍特别健朗，当谈及当时杂文

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杂文家有“坐冷板凳”的寂寞时，

他说，写杂文的人，既要不甘寂寞，又要甘于寂寞。说不甘

寂寞，是看到世态人情，有感即发，破一破周围的沉寂空气；

说甘于寂寞，是要有准备坐好“冷板凳”的心态，“俏也不争

春，只把春来报”。他说，这就是写杂文的应有情绪。实际

上，这也正是这位杂文大家的性格。

老将一生勤奋，用自己如椽的笔，不停地为民众的利

益鼓与呼；但他对个人生活一向随遇而安，淡泊名利，以俭

养德。4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虹口一间老式石库门房子

里，条件不好，有关方面几次考虑为他调换住房，他一次次

拒绝。他觉得住在那里，能与普通市民打成一片，听到老

百姓的呼声。“文革”前，他上午在报社写文章，下午如果没

有重要活动，他就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泡”到老城隍庙

的茶馆里，与茶客聊天，汲取写作的养料。他对生活要求

甚微，对社会贡献则甚大。他患严重心脏病已经十多年

了，七十多岁后他是挂着心脏起搏器坚持写作的，真可谓

“手不停椽至去时”。

那天，谈到老年问题，他说，他已经比孔夫子多活了10

岁，比曹操多活了16岁。但是，他还想活下去。他觉得，比

起生理上的老来，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是更可怕的。老年

生活固然要淡泊一点，但对于事物过于淡泊，也就失去生活

的丰富性，有如发高烧时失去了食欲，无论吃什么东西都没

有味道。只要心情健康，即使吃点咸菜泡饭也是好的。中

国式的知识分子就有这么一种热爱生活的气质：“风声、雨

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

这个“声声入耳”和“事事关心”，使我们的老年生活不断增

添新的内容。以书为伴，以笔为耕，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这样的老年生活，不是很从容、很潇洒的吗？我觉得，林放

师的为人，既有老、庄气，淡泊、潇洒、超脱；同时更有屈、贾

气，爱国、忧民、多才。

林放的屈、贾气，除了凝聚在杂文上以外，还表现在新

闻工作的其他方面。他对新闻工作规律的精湛了解，使他

所领导的《新民晚报》成为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

他那些切合晚报特点又切中时弊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社

会主义新闻学。

老将逝世于1992年2月12日，次日，我写下了“春愁黯

黯悼赵师”的悼念文字。30多年过去了，赵师为文为人的

精神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我永远感恩他。

感
恩
老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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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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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老与“夜光杯”

9月9日是新民晚报创刊95周年的
日子，《记忆》版从两本签名本说起，感怀
老社长赵超老对后辈报人的谆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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