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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赋宁（1917.3—2004.5.10），祖籍陕

西蒲城，出生于江苏南京。1939 年毕业于

清华大学外文系，194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研究院。1941—1946 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

任教。1946 年赴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学习，

1948 年获硕士学位。1950 年回国，任清华

大学副教授。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

学西语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

西语系、英语系主任，中国英国文学学会

名誉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第七、八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西方语言

文学大师、著名教育家、翻译家。

李赋宁先生作为我国外语界的一位大

师，在外语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建树享誉甚

广。在外语界的一代宗师当中 , 他杰出的

人品更是有口皆碑。作为他的儿媳 , 我有

幸近距离受惠于他超凡脱俗的高尚品德。

我之所以成了李赋宁先生的儿媳 , 与他的

人格魅力不无关联。

1981 年秋 , 我在北大英语专业研究生

入学考试中考了第一 , 因此获得由教育部公

派留学英国的资格。在 1982 年春的出国预

备期 , 系里让我教法语专业的英语。一天 , 

我到燕东园去取试卷 , 要找的那位老师不

在 , 我就去了附近的石幼珊老师家。石老师

问起我那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读博士的男友 , 

我告诉她因性格不合 , 已决定分手。石老师

则告我 , 李先生曾为他的独生子李星相中了

我 , 一年前曾托她打听我是否有男朋友 , 当

得知我已有男友时 , 感到很失望。她问我是

否愿意跟李星接触。当时离出国只有几个

月了 , 在这之前 , 我曾跟对学生关怀备至的

班主任刘意青老师谈过跟男友分手的事 , 并

讨论是否在出国前再交新的男友。商量的

结果是 : 先出国读书 , 读完再说。但我终究

没有坚持这一计划 , 因为相信“有其父必有

其子” 。

第一次见到李先生 , 是在 1978 年系里

组织师生外出看原版电影时乘坐的车上。

路上我一直和他闲聊 , 觉得这位大学者很

有绅士风度 , 温文尔雅 , 和蔼可亲 , 一点架

子都没有 , 给我印象极好也很深刻。李先

生为我们 77 级同学上了一年的英国文学选

读课。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他讲一口标

准的英国英语 , 抑扬顿挫 , 很有节奏感。他

讲课一板一眼 , 十分清楚系统 ; 上课也很投

入 , 一兴奋起来 , 表情和手势“协同作战” , 

极富感染力。整整一年的师生关系 , 大大缩

短了我跟李先生的距离 , 也加深了我对李

人格的魅力
——怀念我的公公李赋宁

○申　丹

李赋宁、徐述华夫妇和儿子李星、儿媳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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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学问和人品的敬仰。在他的人格魅力

的感召下 , 我开始了跟李星的接触。

1982 年秋 , 我赴英留学 , 次年秋李星赴

美留学。1987 年冬我回到北大工作 , 李星

1991 年夏完成在美国的博士后研究 , 回到

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工作。我们这才结束了

牛郎织女的生活 , 在燕园安了家。这样的经

历在我们的父辈 , 也许并不鲜见 , 但在我们

这一代 , 交往仅五个月就两国分居九年而依

然固守原来的选择 , 也多少算个奇迹了。我

的不少朋友想知道李星如何牢牢地牵住了

我的心 , 秘密主要在于他从父亲的遗传和教

养中得到的宽阔坦荡的胸怀、善良温厚的

天性、儒雅谦逊的气质、广博的人文素养、

喜欢自嘲的幽默感、天真纯朴的童心和对

妻子的满腔柔情爱意。我曾跟一些朋友说

过 , 李星跟他父亲一样 , 是世上少有的能为

妻子作出牺牲的男人。婆婆和我都认为自

己是最幸运的妻子。患病前的公公对婆婆

的悉心关照曾多次令我感叹不已。公公 39 

岁才得子 , 对独子宠爱有加 , 儿子自然没有

养成在日常生活中照料他人的习惯 , 但从李

星充满关切的话语和眼神中 , 我仍能感受到

他十分体贴的天性。在重大问题上 , 李星总

是和父亲一样 , 以妻子为重 , 这让看惯了成

功男人自我中心的我倍感幸运。我的公公

婆婆是世上感情最好的夫妻之一 , 这对李星

有很好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常常不自觉

地将李星与他父亲进行比较 , 从心底里感激

公公婆婆创造培养了这么好的儿子 , 给了我

这么好的丈夫。

李赋宁先生之于我可以说不是父亲、

亲如父亲。也许是前世有缘 , 老家陕西、生

于南京的公公与在河南出生长大的家父居

然成为初中 ( 北京三中 )、大学 ( 西南联大 )、

研究生 ( 清华研究院 ) 的校友 , 又都在 20 世

纪 40 年代末去美国留学 , 50 年代初返回祖

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而且 , 两人都是有名

的模范丈夫。“文革” 前就成了副教授的

家母酷爱读书 , 不善家务 , 父亲成了三个孩

子和夫人的“全权保姆” 。尽管在生活照

料上 , 能干的家父超过了公公 , 但在对妻子

的柔情爱意上 , 家父却不及公公 , 事业发展

上就更是如此了。我在湖南工作的父母身

边长到 19 岁 , 然后到北大上学 , 从英国回

来后 , 跟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三年半 , 后来

也基本天天见面 , 共进晚餐 , 有幸长期直接

感受公公的为人处世与治学之道 , 得到他慈

父般的关爱。

身为著名学者 , 李赋宁先生虚怀若谷 , 

谦逊过人。他给家人做了事情从不表功 , 受

到赞扬也总是自谦一番 , 觉得是应该的 , 做

得还不够完美。此外 , 还经常“转移目标” , 

将表扬引向其他相关的人 , 包括家里的小阿

姨。但家里人若做了什么好事 , 他总是第一

个予以夸赞 , 由衷地表达感激之情。他是家

里对别人的长处最为敏感、最能欣赏、最心

存感激的人。当家人或客人谈到李先生学术

上的造诣时 , 他也往往会提到在这方面卓有

建树的其他学者 , 对他人称赞一番 , 而不是

洋洋自得。他向初次来家的客人介绍自己的

爱妻时 , 也总是带着谦恭的微笑 , 彬彬有礼

地说 :“这位是徐述华教授 ,” 以示对夫人

的尊重。无论地位高低 , 工作性质如何 , 李

先生对所有的人都以礼相待 , 热情招呼 , 从

不摆架子。

 他在初次见面时总是刻意记住别人的

姓名、籍贯等。哪怕只见一次面 , 多年之

后再会时 , 也往往能脱口报出这些细节 , 令

人惊诧不已。李先生心地极为善良体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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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他性格比较内向 , 

但在患病之前 , 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 , 

给人阳光和温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 他

会“自我消解” , 从不向别人发泄。与人

交谈时 , 李先生是最为关注、最为耐心、

最善解人意的听者。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话

头 , 只是饶有兴味地倾听着 , 不断微笑着点

头附和。轮到他说活时 , 他会从容斯文、

绘声绘色地侃侃而谈 , 话语中不时闪现出

学识和睿智的光芒。当别人打断他的话头

时 , 他从不介意 , 总是十分耐心地听人把话

说完 , 然后自己再接着往下说。家里的气

氛通常十分融洽温馨 , 若偶尔发生了分歧

或误解 , 公公就会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 以

“牺牲”自己来求得全家的和谐。公公尽

管委曲求全 , 但至诚至真 , 从不为讨好任何

人而说任何假话。需要表态时 , 他总是毫

不偏袒 , 实话实说 , 或者把话题引开 , 但绝

不歪曲事实。

公公是家里最不善家务而服务意识却

最强的人。家里没请保姆时 , 下面条、盛

饭、扫地、掸桌等都是这位大学者的“专

利”。有保姆代劳后 , 他依然坚持做一些力

所能及之事。记得刚回国时 , 李星还在美国 , 

婆婆天天到石油大学科研攻关 , 公公经常提

个袋子去采购家里吃的用的 , 年轻又不坐班

的我感动之余也自然予以分担。公公最怕

麻烦别人 , 自己有了病痛也因怕别人担心而

不吭一声 , 独自默默地承受着 , 有时甚至因

此而耽误病情 , 令人深感痛惜。或许是一心

为祖国、一心为他人的宽阔胸怀 , 加之生活

中的大彻大悟 , 李赋宁先生有着非同寻常的

平和心态 , 荣辱不惊 , 对自己取得的成就从

不沾沾自喜 , 对“文革”中遭受的不公正待

遇不加抱怨 , 日常生活中也不因任何事情动

肝火。他没有脾气 , 没有责备 , 只有儒雅亲

切的微笑 , 并常用自谦自嘲、幽默风趣给家

里带来轻松愉快和欢声笑语。他语言天赋

很高 , 喜欢摹仿各地的方言 , 有时以假乱真 , 

有时那略带京腔的“土话”又令人忍俊不禁。

他还喜欢讲笑话 , 那惟妙惟肖的“表演”给

家里增添了不少快乐。他记忆力极强 , 常常

生动地谈起往事 , 话语中的智慧和哲理给人

以深刻的启迪。公公生性敏感但胸襟宽阔 , 

从不多疑 , 对人充满信任。他在世纪之交患

病后 , 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病态反应 , 脸上

的笑容相应减少了 , 但在任何情况下 , 都未

发过脾气。

公公是我的良师益友和终身受惠的治

学榜样。公公从事古英语、英语史和莎士

比亚研究 , 而我搞的是当代的叙事理论、文

体学等 , 两人在专业方向上相去甚远。但他

渊博的学识依然使我受益匪浅。早些年 , 我

喜欢请他就一些拿不准的问题指点迷津 , 只

要是跟英语语法有关的问题 , 他往往会即口

解答。遇到需要译成中文的希腊文、拉丁文、

古英语等 , 因我无法将原文读给他听 , 我就

将原文抄在纸上 , 晚上回家时交给他 , 第二

天就能从他那儿得到书写齐整的答案 , 可以

说他是覆盖面很广的活字典。由于他的谦

逊和认真 , 只要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 , 他

总要予以说明 , 强调自己的答案不一定可

靠 , 仅仅供我参考 , 嘱咐我要进一步查证 , 

以免出错。

公公热爱教学 , 热爱学生。他有着高

度的责任感 , 备课极为认真 , 上课前的半天

是他雷打不动的最后冲刺的备课期。在这

个时间段里 , 他排除一切干扰 , 坐在桌前 , 

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看着他全神贯注、伏

案工作的背影 , 我更加明白了他上课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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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那么有条理 , 为何会从头到尾让人挑不

出一个错 , 找不到一个英语口误。他批改

作业一丝不苟 , 宛如印刷体的工整笔迹令

人赞叹。他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起班上的学

生 , 对一些有才能的学生大加赞赏 , 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他心地厚道 , 富有同情心 , 善

待他人 , 奖掖后学。学生若遇到了什么困

难 , 他会十分挂念 , 主动予以帮助。他总是

为别人而喜 , 为别人而忧。

慈爱的公公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光难

以倒流 , 但眼前仍然时时闪现着公公的身

影——他那温和的音容笑貌、儒雅谦恭的

风度、善解人意的倾听、自谦自嘲的谈吐、

顾全大局的退让、体贴入微的关照、利他

的自我忍耐，那体现他博大无私胸襟的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他的人格魅力已融入

我的心灵 , 将永远伴随着我 , 感动着我 , 影

响着我 , 促我改进 , 促我完善。我敬爱亲爱

的公公 , 您永远活在女儿的心中 !

（原载《国外文学（季刊）》，

2004年第 3期）

1953 年，天翔同志领导并主持编制北

京总体规划方案的工作，历经五年，经中

央书记处讨论批准，成为首都第一部规划

方案，为北京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尽管时间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

但我们在他身边整整工作了 13 年，亲身经

历了这个进程，见证了这段历史。他那刻

苦学习、高瞻远瞩，敢于担当的感人事迹，

还历历在目，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忘却的记

忆。

理论联系实际  近期与长远结合

1952 年底，他从包头市调到北京，先

后担任市委常委和秘书长、市委书记处书

记等职务。从 1953 年中开始，市委分工

由他领导北京市的总体规划编制和建筑施

工工作。北京市城市规划工作，曾先后由

叶剑英、聂荣臻、彭真同志主持，1955—

1958 年期间，天翔同志担任了都市规划委

员会主任。

解放以后，学会管理城市与建设城市，

已经成为全党的重要任务，正如七届二中

全会指出的：“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

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当时北京面对着

回忆天翔同志在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往事
○张其锟 (1950 土木 ) 　储传亨 (1950 土木 )

郑天翔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