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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些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深入研究，在一

定程度上证实了传统医学的科学性和传统

医学理论的有效性。这些早期的研究成

果，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上那些反中医闹剧

的荒谬。

改革开放以来，父亲先后出访了美、

英、法、澳、日、俄等8个国家，进行参

观访问、学术交流。父亲是忠诚的中国共

产党党员，也是积极的九三学社社员，

1982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

为院士，1997年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化学奖，同年又被选为

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父亲一生的为人准则，就是老子那一

句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

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父亲对家

人、同事、朋友、前辈和后辈的态度，一

个字就可概括，曰慈；父亲对个人生活，

一个字就可概括，曰俭；父亲对待名利，

一句话就可概括，曰不敢为天下先。

2000年11月15日，父亲因白血病医治

无效，在北京三〇一医院逝世，终年89

岁。7年后，与父亲同船回到祖国怀抱，

在国家的国际经济情报分析，特别是在西

亚非洲经济和外交战线上勤勤恳恳地工作

了40余年的母亲肖蓉春，因心力衰竭医治

无效，在北京武警医院逝世，终年88岁。

父亲和母亲合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

墓。在黑色大理石锥形墓碑的西侧镌刻着

父亲生前的自题诗：

君子兰前坐，搔头漫自吟。

有子事未足，无官身不轻。

事业惊天地，勋名贯古今。

老夫未作到，且待后中青。

转自《上海滩》2012年第4期

姐姐赵萝蕤是个才女，她从小就才华

出众。七岁入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因语文成

绩优异，没有读三年级就跳了一班，升入四

年级。教国语的老师苏雪林（绿漪）给她的

作文打双行密圈。六年级时，她的语文成绩

被评为全校第一，超过高三同学。

她进入景海，就开始学英文和钢琴。

语文成绩优异，部分归功父亲赵紫宸对她

的培养。父亲国学修养深厚，在姐姐幼年

时，就教她《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

止》。父亲在主持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时，

曾开课教授陶渊明诗。他的著作《耶稣

传》等，文字非常讲究。

1926年，姐姐随父亲迁居北京，我们

全家住进燕东园36号。父亲不让她进城读

高中，给她请了家庭教师补课。14岁时，

我的姐姐赵萝蕤
○赵景伦*（1944经济）

*赵景伦，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

济系，后于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美国

著名华裔政论家，曾任纽约《亚美时报》

总主笔，香港《信报》专栏作家。妻子张

素初，是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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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高中三年级。父亲说她太小，让她上

高二。1928年，升入燕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英国文学的美国老师包贵思（Ms.

Grace…Boynton）劝她：“既然酷爱文学，

就应该扩大眼界。”经父亲同意，姐姐

转入英国文学系，副修音乐。她在家弹

琴，我们围着听。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

《热情奏鸣曲》和肖邦的《幻想即兴

曲》。有时跟同学江兆艾一起弹唱101首

歌，很开心。

姐姐上大学以前，就喜欢读父亲的藏

书，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的小说。后

来上桑美德（Ms.Speere）的小说课。老

师要求读的小说，她差不多都已经读过。

姐姐大学毕业时才20岁。她副修音

乐的毕业演奏是在北京饭店弹格里格

（E.Grieg）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现

在每听此曲，就想念已故亲爱的姐姐。

因为毕业时年纪太轻，父亲让她考清

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清华要考三门外语，

她法语及格，德语零分，英语满分一百。

吴宓教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

吧。”破格录取了她。学校还给了她一年

360元奖学金。她在校学习三年，听了吴

宓教授“中西诗的比较”和叶公超教授的

“文学理论”，以及美籍温德教授的法国

文学课：司汤达、波德莱尔、梵乐希等。

还跟吴可读教授读了英意对照但丁的《神

曲》。

就是在清华期间，姐姐应戴望舒之

请，翻译了艾略特艰深难懂的长诗《荒

原》。叶公超教授为她的译作写了精彩的

序。邢光祖在1939年的《西洋文学》杂志

上评论说：“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

‘荒原’中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

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姐

姐翻译这首诗时，才是个23岁的姑娘。她

的翻译得益于温德老师的详细讲解。我在

西南联大时，听过温德讲的莎士比亚。这

位高个子、身穿皮夹克、肩膀上蹲着只猴

子的美国教授，左手在黑板上写字，讲授

精彩。他每天吃四个鸡蛋，经常游泳，活

到九十多岁。

1979年，姐姐对1937年出版的《荒

原》译本做了全面的修订，现在人们看到

的就是新版。

1946年7月9日，艾略特请姐姐在哈

佛俱乐部晚餐，并为她朗诵了《四个四

重奏》的片段。他还为姐姐带

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

歌集》和《四个四重奏》签了

名，在前者的扉页上写上：

“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

了《荒原》。”还送给姐姐两

张签了名的照片。梦家告诉诗

人，姐姐也写了许多诗，艾略

特说，应该译成英文。可惜照

片在多次抄家中丢失了，诗也

未能译成英文。1935年，赵萝蕤（左2）与父母、弟弟于北京燕东园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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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萝蕤发表了

多篇文学评论。《锦瑟解》可说是她的代

表作，说的是李商隐的《锦瑟》。我在美

国科罗拉多阿斯本听过朱莉娅弦乐四重奏

组的演奏，并且跟第一小提琴手曼恩讨论

过《锦瑟》改编的弦乐四重奏，特别是对

“锦瑟无端五十弦”的理解，那是姐姐最

喜欢的诗作。

萝蕤写得一手好字，她的散文很漂

亮。她还写了许多颇有现代风味的新诗，

例如发表于1936年11月《新诗》第二期的

《中秋月有华》：

何以今天我看见月亮

多半是假的

何以这样圆

圆得

无一弯棱角

这圆满

却并不流出来

在蕴含的端详中

宛如慈悲女佛

岂不是月外月

月外还有一道光

万般的灿烂

还是圆满的自亮

静静的我望着

实在分不出真假

我越往真里想

越觉得是假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跟母亲、姐

姐和姐夫陈梦家、二哥景德南下到浙江德

清县新市镇（现属湖州市，那里有父亲和

姐姐的纪念馆）老家，在那里住了几个

月。姐姐乘清闲，教我读《古文观止》，

那时我刚读完初中二年级上学期。

梦家应闻一多先生之约，到长沙临时

大学教书。我们乘公车沿京杭国道到南

京，转乘轮船到武汉，再乘火车到长沙。

那时文学院在南岳衡山，我又随姐姐姐夫

到衡山鸦雀冲。后来，临大搬到昆明改名

西南联合大学，我们又乘火车南下广州，

转香港，乘轮船到海防，再乘火车沿滇越

路到昆明。那时母亲已经返回北平。

初到昆明，住在圆通山。第一次自己

管家，姐弟二人用小火炉一边烧饭菜，一

边读书。结果是一锅焦饭，一锅焦肉。姐

姐还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

《大公报》上。

后来我们搬到平正街10号，跟当时的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住

同院。冯家的小妹钟璞和小弟钟越，吴家

的大妹小妹都叫我“三哥”。隔壁胡同里

住着闻一多，我曾经教过他的儿子立鹏和

立鹤几天英文。当时，闻先生忙着跟凤子

演出曹禺的《雷雨》。

上世纪30年代的赵萝蕤、陈梦家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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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避日机的轰炸，我们又搬到昆明

郊区龙头村（龙泉镇）。邻居有金岳霖、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逻辑大师金岳霖情

场失意，一生未婚。他曾送一位女士到

瑞士学音乐，一去不返。他喜欢林徽因是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倒有点像我的老师

陈岱孙，喜欢周培源的夫人，也是一生未

婚。现在老一辈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说

一说也算无伤大雅吧。

当时联大的规矩是夫妇不得同时任

教。姐夫教书，姐姐只好管家务，她是个读

书人。所以烧饭时，膝上放一本狄更斯。

1944年，费正清为梦家联系到芝加哥

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他跑遍美国

各博物馆，拍摄流失在海外的中国青铜器

照片。他潜心研究古文字、甲骨文和钟鼎

文。在他反右遭迫害致死后，由中华书局

出版《西周铜器断代》、《殷墟卜辞综

述》和《汉简缀述》等著作，至今为世界

（特别是日本）古文字学界所推重。

姐姐在芝大进修，当时正值芝大英语

系的全盛时代，有研究文艺理论和18世纪

英国文学的世界闻名专家克莱恩教授，研

究莎士比亚和玄学派诗人的专家乔治·威

尔森教授等众多知名学者。她师从美国文

学专家Napier…Wilt，专门研究小说家Henry…

James。她的博士论文《〈鸽翼〉（The…

Wings…of… the…Dove,1902）源流考》公认为

是对James最深刻敏锐的解读。在当年的

六名博士生当中，她被评为成绩最佳。芝

大校长说，多年来，赵萝蕤是第一位获得

全校英美文学第一名殊荣的东方人。

她还收集了大量James作品，包括小

说、书评、多种旅行杂记、书信集、传

记、自传、未完成小说等。Wilt教授说她

算得上美国第三名James收藏家。她还收

集了许多其他著作。她对我说：“你学经

济，要最新版本。我学文学，要的是第一

版。”她藏书之丰无与伦比。逝世后，全

都送给了燕京研究院。

她在芝大，跟杨振宁、李政道同

时，尽管隔行如隔山，他们仍然常在

“IHouse”谈天，听姐姐弹钢琴。

当时，在芝大进修的中国研究生还有

周珏良、查良铮（穆旦）和巫宁坤等人，

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姐姐跟周珏良、

巫宁坤都师从克莱恩（Ronald…S.Crane）

教授等大师，钻研他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

《诗学》原理创建的“新亚里斯多德学

派”（亦称“芝加哥学派”）的文学批评

理论。据巫宁坤回忆，姐姐熟谙中外文学

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见

解，是留学生中德高望重的大姐。

她利用住在芝加哥的机会，尽量享受
1947年，赵萝蕤、陈梦家夫妇与弟

弟赵景德（右）在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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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终于化为灰烬。

她是赵紫宸的女儿，陆志韦的干女

儿。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两人都遭到批

斗，要她划清界限。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

感情和良知，怎么受得了如此粗暴的冲

击？姐姐在北大一边教学，一边著述、翻

译。“十年浩劫”中，从燕京调到北大的

四位教授中，三人死于非命，只有姐姐一

人活了下来。她跟梦家生前精心收集的明

代家具、字画和善本书以及斯坦威钢琴全

部被抄。后来退还的善本书上，有康生的

印章。据北大外语学院英语系为她百年诞

辰举办的研讨会上透露，她也曾被“造反

派”粗暴揪斗，扭着胳膊，揪住长发，按

着脑袋，在走廊里游行示众。但是她始终

不愿谈论她那段遭遇。

“文革”后，她搬到城里一个四合

院两间东厢小屋，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

两三把椅子和她心爱的音响，成为她的卧

室兼书房。她热爱音乐，经常倾听西方古

典音乐。有时我给她一些新出的唱片精品，

姐姐说：“音乐对于人的身心原具有非凡的

魔力，它可以把你的心魂摄了去，经受洗

练，承蒙启迪；它足有威力可以将任何肺

腑所蒙受的任何痛楚、郁结、绝望予以松

晚年赵萝蕤在北京

西方高雅文化：看戏，参观博物馆。她经

常听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奏，还听过著名

挪威女高音擅长唱瓦格纳的歌剧，黑人男

低音保罗·罗伯逊主演的《奥赛罗》等。

观看芝大资料馆放映的历史电影，包括卓

别林、Greta…Garbo等演的名片。我经过芝

加哥时，她带我去听过Piatigorsky的大提

琴演奏会，看过名角Tallulah…Bankhead演

的Eugene…O’Neill名剧Mourning…Becomes…

Electra，以及Ballet…Russede…Monte…Carlo的

Giselle。

1948年，她乘码头工人罢工后的第一

艘运兵船回到上海。又乘给傅作义运粮食

的飞机回到解放前夕的北平。她被陆志韦

校长聘为西语系主任，但是抗美援朝期间

美籍教师纷纷回国，只剩下她和吴兴华。

她邀请了俞大絪和芝大同学巫宁坤，充实

了英语系阵容。但是随后燕京大学被撤

销，英语系并入北大。她曾经满怀信心，

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以芝大英语

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这个

赵萝蕤摄于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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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它激扬你的欣喜，抚慰你的创伤。”

她在教书、科研之余，还担任博士生

导师，巫宁坤曾应邀参加过她的博士生口

试，深为她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她跟北大另两位教授合编了《欧洲文

学史》巨著，并在1957年翻译了朗费罗的

长诗《哈依瓦撒之歌》。80年代初，又应

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花了12年的功夫，

翻译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全部。当时

的《纽约时报》在头版上刊登消息“Walt…

Whitman…with…a…Chinese…Lilt”。我作为时

报长期订户，把剪报寄到北京给姐姐。这

篇报道的记者Edward…Gargan在1983年也采

访了我，报道了我在纽约州府奥巴尼作为

纽约州立大学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高级访

问学者调研州政府运作的情况。

1990年9月，姐姐应邀回到芝大，以

研究与翻译惠特曼为题，发表演讲。那是

芝大百年校庆，学校给百年来成绩突出的

10位校友颁发了“专业成就奖”，姐姐是

第一位获奖者。同时获奖的还有连战，他

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

1991年，珍妮·恰普曼与罗伯特·梅

尔萨克主编的《在坎姆登和惠特曼一起》

第七卷问世，两位主编把这部研究惠特曼

及其诗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献给姐

姐。献辞写道：“献给中国最重要的惠特

曼翻译家赵萝蕤。”

1993年，姐姐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请，

去讲学两周。

姐姐于1998年元旦逝世，时年86岁。

北京大学对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桃李满

天下的学人逝世表现之冷淡，至今还使我

们这些亲人感到郁闷不平。

写于2011年10月24日，2013年4月

补充修订

“岁月骎骎，往事营营”，说到赵敏

恒，年轻的新闻从业者或一般人士，也

许完全隔膜，然而1949年前他却是名闻遐

迩、声誉极佳的新闻记者。

“在美国，不需要中国人当记者”

赵敏恒1904年生于江苏南京。15岁

时，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清

华学堂，与吴国桢、罗隆基、梁实秋、

章汉夫、孙立人等文武名流是同学。1923

年，赵敏恒公费留学美国，考进密苏里新

闻学院，后又进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

深造，并获新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

赵敏恒去了纽约，慕合众社的富瑞之名

登门拜访，岂料富瑞劈头一句竟是“你

何时回中国？”显然，富瑞之意是他的

用武之地该在中国。赵答“暂时还不能

回中国”。富瑞竟勃然大怒：“你是中

国人，中国更需要你！在美国干什么？

你一天不回去，就不要来见我！”这番

话极大地刺激了赵敏恒。此后，他又与

联合通讯社总编古柏邂逅，古柏和富瑞

新闻奇才赵敏恒
○李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