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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菁，原名葛秉曙，1943 年毕业于

西南联大中文系。解放后，先后任华东新

华书店编辑，鲁迅著作编刊社主任，人民

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副主任、主任，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2016 年 10 月 25 日凌晨，家父安详地

离开我们，走完了 98 年的人生历程。家父

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遭受了难言

的磨难，最后终于安享晚年，这是值得我

们欣慰的事情。

家父于 1918 年 3 月 15 日出生在江苏

沭阳的一个较为贫困的小村庄，所幸家境

尚好，得以就读于汤沟小学和淮安中学，

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文化基础。抗日战争爆

发，家父只身逃离家乡，来到大西南辗转

求学，并于 1939 年毕业于江苏省旅渝联合

中学，随即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

不久，因为仰慕闻一多、朱自清等先

生的人品与学问，又转读于中文系，得诸

多名家大师亲炙，不仅广博学识，也为此

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家父深

深受到老师们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熏陶，

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位忧国忧民、

正直而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家父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只是一介贫

穷书生，他从同窗好友王均（曾任国家语

委副主任）处借阅到《鲁迅全集》（十卷本），

并因此受到鲁迅精神的极大影响。

当时的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饱受战乱摧残，而鲁迅先生

用一支笔作刀枪，向这个黑暗的旧社会勇

猛开火，树立了无畏勇士的高大形象。家

父在阅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时，被这种荡涤

丑恶现象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开始着手

进行鲁迅研究，并把研究鲁迅著作、弘扬

鲁迅精神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

有了好友的鼎力支持，家父在鲁迅研

究方面也初见成果，出版了第一部中国人

自己撰写的《鲁迅传》，较为全面地介绍

了鲁迅先生的生平，阐述了鲁迅精神。《鲁

迅传》一经出版，当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

关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一直延

续至今。

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家父经过短

暂停留，即长途奔波，于 1946 年辗转回到

故乡，执笔从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浴血奋战。他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十兵团任战地记者时，深入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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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冒着枪林弹雨，出色完成了淮海报社

的各项报道任务，并因此荣立二等功一次。

新中国成立以后，家父脱下军装，再

次从事文职工作。作为直接与鲁迅先生联

系的党的代表冯雪峰先生正在主持鲁迅著

作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他对家父十分信任

和器重，认为家父在研究鲁迅著作、传播

鲁迅精神方面能够发挥较大作用，遂在

1949 年将其从无锡苏南文协调到上海鲁迅

著作编刊社。1952 年又将家父从上海调到

北京，专门负责《鲁迅全集》的编辑、出

版和研究。

家父历任鲁迅著作编刊社主任、人民

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及人民文

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在和编辑部各位

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辑出版了新中

国第一部 10 卷本的《鲁迅全集》，为研究

鲁迅思想、弘扬鲁迅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套《鲁迅全集》的出版，代表了当时中

国学术界鲁迅研究的最高水准。

家父在对鲁迅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

版工作中，承担着艰巨的任务，繁杂的事

务性工作，特别是对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

难度极大。鲁迅先生知识渊博，行文苦涩，

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读懂鲁迅，使广大青

年了解鲁迅，增强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强的

精神，家父呕心沥血，可以说他的一生与

鲁迅研究紧紧相连，是当之无愧的鲁迅研

究专家。

那时，我们尚年幼无知，有时翻看鲁

迅著作，就其中的某一句话向家父提出询

问，他都能够准确说出这句话在《鲁迅全集》

中的某卷、某篇文章，甚至某页上。我们

十分惊讶，佩服家父有着超强的记忆力。

今天回想起来才体会到，家父在鲁迅著作

的研究领域是下了超于常人的功夫的。

“文革”之初，家父即因鲁迅著作的

编辑、出版、注释工作而遭到“四人帮”

及其爪牙的点名批判，并由此被定为“走

资派”，其在鲁迅著作的研究方面遇到极

大困难。但是，家父并没有放弃终生的追求，

仍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从事

鲁迅研究工作。

1973 年，家父离开湖北咸宁的文化部

“五七干校”，特别受邀来到广西大学工作，

为边疆贫困地区培养了大批文学青年，同

时，也在广西大学开辟了一片鲁迅研究工

作的新天地，而他在鲁迅研究领域中的工

作也得到进一步延续。家父一边进行教学，

一边从事研究，此后陆续发表了《鲁迅早

期五篇论文注释》《鲁迅创作道路初探》《鲁

迅的爱和憎》等一系列研究成果，进一步

推动鲁迅研究不断深入。

粉碎“四人帮”以后，家父调回北京，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鲁迅

研究工作，并兼任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

博士生导师，为改革开放后的学术界培养

新人。与此同时，中国鲁迅研究会成立，

家父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学会的

各项活动。1983 年 1 月，家父调至北京鲁

迅博物馆任馆长，得以再次全身心投入鲁

迅研究的工作中来。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期间，家父充

分发挥鲁迅研究专家的重要作用和几十年

来从事鲁迅研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积极

主持和参与了《鲁迅大辞典》《鲁迅年谱》

《鲁迅手稿全集》《鲁迅研究资料》《鲁

迅研究动态》等书刊的编撰工作，与其他专

家学者一同迎来了又一个鲁迅研究的高峰。

在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同时，家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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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也曾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撰

写有《唐代诗歌》《唐代文学史略》《中

国文学史——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

等著作。他在撰写《中国文学史——从屈

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一书的序言（即“写

在前面”）中明确指出，这部专著的目的

就是要向广大民众普及中国文学史的基础

知识。而在这些基础知识中，宋代文人范

仲淹“先忧后乐”的民族精神、清代民族

英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爱国精神是应该特别加以强调的。

在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家父

把侧重点放在了唐代文学和唐代诗歌上。

而在唐代诗歌的研究中，他又特别偏重于

对诗圣杜甫的研究，先后编纂出版了《杜

诗今注》《杜诗便览》《杜甫词典》《诗

圣杜甫》等专著。

家父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中，

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郭绍虞、启功等

诸位先生交谊深厚，并被北京师范大学中

文系特聘为兼职教授。

20 世纪 60 年代，家父在主持人民文

学出版社古典部的工作时，曾约请郭绍虞

教授主编了一套《中国历代文论选》，在

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启功先生得知家

父多年从事杜诗研究，特别书写了杜诗“秋

兴八首”赠予家父。

此外，家父还创作了两部历史小说，

一部是《雨霖铃》，以杨贵妃为主角。这

个题材的选定，是因为鲁迅先生当年曾经

想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为主线来创作

一部历史小说，而鲁迅先生的这个愿望一

直没有实现。家父的创作是为了完成鲁迅

先生的一个遗愿。另一部小说是《小天堂

的毁灭》，小说虽以太平天国运动为背景，

纪念的却是老领导和老朋友冯雪峰先生。

正如家父在书中自序所言：在人生的旅途

中，“有一些人和事如过眼烟云，转瞬即

逝……但也有一些人和事，却久久不能忘

怀。过去没有忘却，现在没有忘却，将来

大概也不会忘却，仍时时萦绕在心头。”

家父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在他的有生

之年从未有一天离开过书桌。同时，他也

是一位温良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爷爷、

阿公。在家里，他总是笑眯眯，一切事情

都由母亲做主，当母亲询问其意见时，他

常常会说，你看着办吧，听你的。家父的

所有著作都是母亲题写封面书名。

我们小时候，遇到冬天下大雪，家父

总是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热被窝里赶出

来，带着我们去景山公园爬山。我们在校

学习期间，家父从未因为学习成绩的好坏

责骂过我们，而是更注重教导我们做一个

正直的人。家父曾经一直资助家乡的侄儿

读书，直到他完成学业。孙辈的孩子们常

在他的书房里游戏大战，甚至在他的书桌

下面钻来钻去藏猫猫，他没有丝毫怒意，

连头都不抬继续研究著述，表现出无比的

慈爱和超凡的定力。

家父的突然离去，给我们带来万分悲

痛和无尽思念，哀自衷肠，痛彻胸肺，思

尽肝胆，绵绵不绝。淮水滔滔，沭河荡荡，

就像是我们对家父的思念之长。松柏挺拔，

傲雪凌霜，就像是家父远去的身影坚毅无

比。让我们的思念就像那沭河的水，奔流

不竭，绵远悠长。爸爸安息吧，我们会永

远怀念您。          

五个子女于 2016 年 11 月

（转自 《光明日报》2017 年 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