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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童 年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

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
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的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

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我的童年生活!在许多零碎的文字里!不自觉的

已经描写了许多!当曼瑰对我提出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还觉得有兴味!而欣然执笔#

中年的人!不愿意再说些情感的话!虽然在回忆

中充满了含泪的微笑!我只约略的画出我童年的环

境和训练!以及遗留在我的嗜好或习惯上的一切!也

许有些父母们愿意用来作参考#
先说到我的遗传$我的父亲是个海军将领!身体

很好!我从不记得他在病榻上躺着过#我的祖父身体

也很好!八十六岁无疾而终#我的母亲却很瘦弱!常

常头痛!吐血%%这吐血的症候!我也得到!不是肺

结核!而是肺气枝涨大!过劳或操心!都会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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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童年时代记忆所及的母亲!是个极温柔!极安

静的女人!不是作活计!就是看书!她的生活是非常

恬淡的"
虽然母亲说过!我在会吐奶的时候!就吐过血!

而在我的童年时代!并不曾发作过!我也不记得我那

时生过什么大病!身体也好!精神也活泼!于是那七

八年山陬海隅的生活!我多半是父亲的孩子!而少半

是母亲的女儿#
在我以先!母亲生过两个哥哥!都是一生下就夭

折了!我的底下!还死去一个妹妹"我的大弟弟!比

我小六岁"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
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 $野孩子%!丝毫没

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近海军兵营!或海

军学校"四围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

$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搽过脂粉!没有穿过鲜

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
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

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

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

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 $阿哥%!
弟弟们称呼我 $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

了"
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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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
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

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
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

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

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

女性"
四岁以后!开始认字"六七岁就和我的堂兄表兄

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四五岁!仍旧是玩不

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

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沫!我都有无限的亲切"
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飘

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吸卷了

去#童稚的心!对着这亲切的 $伟大%!常常感到怔

忡"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

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使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
我不觉得自己的 $闷%!只觉得自己的 $小%"

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 $好
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

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
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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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
只因那时我正看 #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

听!如 #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

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

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须

生!花脸!黑头的戏"
再大一点!学会了些精致的淘气!我的玩具已从

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

石子!在磁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

不能终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

候很少"
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公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

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

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

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
父亲便带我到旗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

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
而且离我们很远么(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

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

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
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

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
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我也常得亲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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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好友!如萨镇冰先生!黄赞侯先生""民国第

一任海军部长黄钟瑛上将""他们都是极严肃!同

时又极慈蔼!生活是那样纪律!那样恬淡!他们也作

诗!同父亲常常唱和!他们这一班人是当时文人所称

为的 #裘带歌壶!翩翩儒将$%我当时的理想!是想

学 父 亲!学 父 亲 的 的 这 些 好 友!并 不 曾 想 到 我 的

#性$阻止了我作他们的追随者%
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十一岁!此后我们回到

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我也不

能不感谢这个转变&十岁以前的训练!若再继续下

去!我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心理也许就不

会健全%因着这个转变!我才渐渐的从父亲身边走到

母亲的怀里!而开始我的少女时期了%
童年的印象和事实!遗留在我的性格上的!第一

是我对于人生态度的严肃!我喜欢整齐!纪律!清洁

的生活!我怕看怕听放诞!散漫!松懈的一切%
第二是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我不怕寂寞!不

怕静独!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因此

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我不喜城居!怕应

酬!我没有城市的嗜好%
第三是我不喜欢穿鲜艳颜色的衣服!我喜欢的

是黑色!蓝色!灰色!白色%有时母亲也勉强我穿过

一两次稍为鲜艳的衣服!我总觉得很忸怩!很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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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穿上立刻就要脱去!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完全是
习惯的关系!其实在美好的品味之下!少女爱好天
然!是应该 "打扮#的$

第四是我喜欢爽快!坦白!自然的交往%我很难
勉强我自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见些不愿意见的人!
吃些不愿意吃的饭$母亲常说这是 "任性#之一种!
不能成为 "伟大#的人格%

第五是我一生对于军人普遍的尊敬!军人在我
心中是高尚!勇敢!纪律的结晶%关系军队的一切!
我也都感到兴趣%

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
一种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
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
我尊敬生命!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
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
力%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他的
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的人生观!都
是环境形成的%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
气!别人也因而快乐%

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
应当怎样做父母%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歌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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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 "#$%年 $月 &妇女新运’第 $卷第 $期()

这篇文章是我四十年前在重庆写的(那时我的

学生李曼瑰正在编一种妇女刊物*她给我出了这个

题目(因为当时常有人要我 +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说

些不愿意说的话*见些不愿意见的人,*而我却很难

勉强我自己那样做*我就借这机会发挥了我的意见(
写过以后我就把这篇 &我的童年’忘得干干净净-这

次卓如同志替 &新文学史料丛书’编我的 &记事珠’*
又从重庆的刊物上抄了出来*我读了如见故人(因为

这 篇短文里的末一句有. +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

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当 &父母

必读’的编辑来向我索稿的时候*我只好拿这篇旧作

来塞责(不知对四十年后的父母*有没有参考的价

值/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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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莫非你冷!
你怎秋叶似的颤抖"
这里风凉!
待我慢慢拉着你走#

你看天空多么清灵!
这滴滴皎洁的春星"
新月眉儿似的秀莹!
你头上有的是快乐!光明#

你看灯彩多么美妙!
纺窗内透出桔色的温柔"
这还不给你一些儿温暖$
纵然你有海样的深愁#

看温情到了你指尖!

%&%’(年



看微笑到了你唇边!!
你觉得生命投到你怀里不"
你寻找了这许多年#

一九四二年春月$歌乐山#

%本篇最初发表于 &’()年 &&月*妇女新运+第 (卷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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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自 传

蓬子先生来信叫我为 !文坛"写稿#并说最好能

作一小传#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何从说起$十年前就

有书店约我写自传#我没有答应#我觉得我这个人并

没有写自传的资格$%若有其事&的写了出来#未免

令人笑话#而且我的生命中#也没有什么太与别人不

同的地方$还有#我总觉得以自己来叙述自己#描写

自己#主观的情感奔放之余#不免有两种危险’一种

是意识的不忠实#一种是下意识的夸大#这两种毛病

都会减少文字上的真和美$
六年前冬季#我在伦敦#找房子住#天天看广告$

有一次看到一条广告#说是有一间广大的卧房#带有

浴室#后面对街一个()*+,)-./0$这()*+,)-./0译

出来#就是 %后花园&#至少也会像北平的 %后院&#
我欣然立刻去看#一看之下#大失所望$原来我意想

中以为是 %后花园&的#不过是一块豆腐干大的污湿

的草地#用篱笆围了起来#篱前放着鸡笼和狗屋1

222345年



下 午 到 女 作 家 乌 福 女 士 !吴 尔 夫"#$%&$’$(
)**+,"处吃茶-无意中提起这个笑话-我说-.我们

中国的后花园-是可以 /订终身0的地方1再不济也

有一个亭子-几盆花草-几根树1比如我们老家的后

花园-在故家中-算是很小的-却也比我今天所看的

大到几百倍223她也大笑1从那里我们就说中国的

园林-中国的岁时节序-中国大家庭的种种风俗习

惯-说到我的祖父-我的童年22她忽然说4.你为

什么不写一本自传-把这些都详细的描写下来-这对

于我们外国人-一定是很有价值的1你赶紧写-我替

你翻译13我谢了她-说4.难得你如此热心-我回国

后就开始-希望你不厌烦才好13
我回国后不到一个星期-中日战事就爆发了1在

迁徙流离之中-我始终找不到写长篇文字的时间1去

年夏天又得到了乌福女士自杀的消息-写自传的兴

趣-也就减到零度1
不过和几个学优生学5社会学的朋友谈起-他们

仍是鼓励我写-他们说一个人的遗传和环境-和他个

人的理想与成就-是有种可寻迹的关系的-客观地写

了出来-无论好坏-都有历史上的价值1我想想倒也

不错-我是生在庚子年后-中国的一切-都有极大的

转变-假若只把自己当做一条线索-来联络起四十年

来周围一切的事实-也许可以使后人在历史之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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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更生动更详尽的参考!而且在不以自己为中

心的描写之中"也许使 #渺小$的我"敢于下笔!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写"一则在抗战

期间"故乡隔绝"许多有关的文献都找不到%%例如

祖父和父亲的年谱%%二则有些朋友预先断定到这

本自传的失败"说是关于有些事件"也许不会写得太

详细"太忠实"不过我仍想尝试"也许等到文献易于

收集"同时自己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能够更从

容"更准确更客观的写了下来"使人知道在抗战以前

四十年中一个小小生命的社会背景!
因着蓬子先生的来稿"特自述我的愿望如上!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夜"歌乐山!

&本篇最初发表于 ’文坛()*+,年 -月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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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 道 难"序

!蜀道难"是西南联大教授罗莘田先生#在民国

三十年五月至八月#自云南昆明至四川东川西川和

川南旅行的游记$他的游伴有梅月涵校长和郑毅生

教授$行期三个月#所用的交通工具有九种#参观的

学术机关十余处#会到的老友新交更是不计其数$无

怪他写来洒洒七八万言#有声有色了$
我和罗莘田先生熟识#是在民国二十七年秋日$

那年我们自北平南下#罗太太托我们带几套寒衣#到

了昆明#把寒衣送出#罗先生就同陈雪屏先生来访$
文藻和罗先生是旧友重逢#当然高兴#那天谈话相当

的多#我才得机会充分领教罗先生的言论丰采$自那

时起我们过往很密#能够把罗先生加在我们知友的

名单上#我觉得是非常荣幸$
罗先生是北平人#充满着燕赵的气息%诚恳#忠

直#富于正义感#同时三十多年的读书#又把他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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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纯粹的学者!恬淡洒落"霁月光风!同文藻谈起

文字语言来"若非有人制止"他可以达旦不寐"和我

提到诗词歌曲"也是眉飞色舞"有时还引吭高歌"大

有 #唾壶击缺$之概!但他也能同小孩到山下积水池

边 #打水漂儿$"也能同厨娘灶婢谈北方小吃!罗先

生一到我们家里"真是上下腾欢"这种秋月春风般的

人格"现在是不多见的!
这篇游记里"便充分的表现了罗先生的人格%三

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星"逢山开路"
过水搭桥"还仓皇的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

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兴一点不减"他研究了学

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路见不

平"他愤激而不颓丧%遇见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赏

流连"乐而忘返!这篇游记"显然不是一个 #回忆$"
一个 #心影$"而是从他精密详细的日记里扩充引申

出来的"读之不厌其长"惟恐其尽&我以为将来若有

人要知道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

术状况"人物动态的"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籍!
承罗先生嘱为’蜀道难(写序"我真是受宠若惊!

我以为人生有三大乐事)一*朋友"二"读书"三*
旅行!罗先生与我有同感"假如最近的将来"罗先生

在读书之余"能再出来旅行一次"使忝居友末者"又

得亲其言论丰采"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希望了!

+,,-./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歌乐山!潜庐"

#$蜀道难%!上海独立出版社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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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寄 小 读 者

通 讯 一

亲爱的小朋友!
今天真是和你们重新通讯的光明的开始"山头

满了阳光"日影从深密的松林中"穿射过来"幻成几

根迷!的光柱#晴光中"一双翠鸟"低贴着潭水飞来"
娇婉的叫了几声"又掠入满缀着红豆的天青丛里#岩

下远近的青峰"隔着淡淡的云影"稳静的重叠的排立

着#嘉陵江"绿锦似的"宛宛的向东牵引#隔江的山

城"无数淡白的屋顶"错杂的隐在淡雾里#眼前一切"
都显出安静"光明和欢喜#

这正是象征着我这时的心境$自从民国十二年

开始和小朋友通讯"一转眼又是二十年了#在这两次

通讯中间"我又以活跃的童心"走了一大段充满了

色"光"热的生命的旅途#我做了教师"做了主妇"

%&&’()年



又做了母亲!我多读了几本书"多认识了几个朋友"
多走了几万里国内国外的道路!这二十年的生命中
虽没有什么巨惊大险"极痛狂欢"而在我小小的心灵
里"也有过晓晴般的怡悦"暮烟般的怅惘"中宵梵唱
般的感悟"清晨鼓角般的奋兴!许多事实"许多心绪"
可以告诉给我的最同情的小朋友的"容我在以后的
通讯里"慢慢的来陈述!

小朋友"这些年里"我收到你们许多信件"细小
端楷的字迹"天真诚挚的言词"每次开函"都使我有
无限的感谢和欢喜!为了这些信件"这几年来"我在
病榻上"索居中"旅途里"永远不曾感到寂寞"因为
我知道有这许多颗天真纯洁的心"南北东西的在包
围追随着我#

因此"在民国三十二年元日"我借了大公报的篇
幅"来开始答谢我的小读者!这通讯将不断的继续下
去"希望因着更多的经验"我所能贡献给小朋友的"
比从前可以更宽广深刻一些!

愿这第一封信"将我的开朗欢悦的心情"带给每
个小读者#

愿抗战后的第六个新年"因着你们"而更加快
乐"更见光明#

你的朋友 冰 心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歌乐山!

$% 冰 心 全 集



!本篇最初发表于重庆 "大公报#$%&’年 $月 $日()

通 讯 二

小朋友*
今天让我们来谈 +友谊,(
友谊是人我关系中最可宝贵的一段因缘--朋

友虽列于五伦之末.而朋友的范围却包括得最广.你

的君.臣.!现在可以说是领袖.上司)父.子.兄.
弟.夫.妇.同时都可以是你的朋友(

朋友是不分国籍.不限年龄.不拘性别的/只要

理想相同.兴趣相近.情感相洽.意气相投的人.都

可以很坚固的联结在一起(世界上有多少崇高理想

的实现.艰巨事业的创立.伟大艺术的产生.都是一

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相互切磋的结果(这

种例子.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是到处可以找到的(
同时.不但相似相同的人格.容易成为朋友.而

朋友往往还是你空虚的填满.缺憾的补足.心灵的加

深--你自己率直豪爽.你更佩服你朋友的谦退深

沉/你自己热情好动.你更欣赏你朋友的冲淡静默/
你自己多愁善病.你更羡慕你朋友的健硕欢欣(各种

不同的人格.如同琴瑟上不同的弦子.和谐合奏.就

%$$%&0年



能发出天乐般悦耳的共鸣!

交友是一种艺术!
热情"活泼"而富于同情心的人"常常能吸引许

多朋友"而磁石只吸引着钢铁"月亮只吸引着海潮!
你能择友"则你的朋友将加倍的宝贵你的友情!
不要只想你能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也要想你

的朋友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肯耕种的才有收获"能贡献的才配接受!
友谊是宁神药"是兴奋剂!
使你堕落"消沉的"不是你的好朋友!同时也要

警惕"你是否在使你的朋友奋兴"向上#
友谊是大海中的灯塔"沙漠里的绿洲!
当你的心帆飘流于 $理%$欲%的三叉江口"波

涛汹涌"礁石嶙峋"你要寻望你朋友的一点隐射的灵

光"来照临"来指引!当你颠顿在人生枯燥炎热的旅

途上"你的辛劳"你的担负"得不到一些酬报和支持

的时候"你要奔憩在你朋友的亭亭绿荫之下"就饮于

荡涤烦秽的甘泉!
古人有句说&$最难风雨故人来%"’’不但气

候上有风雨"心灵上也有风雨(
你的心灵曾否走失于空山荒野之中"风吹雨打"

四顾茫茫"忽然有你的朋友"开启了 $国情%的柴扉"

)* 冰 心 全 集



延请你进入他 !爱"的茅庐#卸去你劳苦的蓑衣#拭

去你脸上的泪雨#而把你推坐在 !友情"的温暖炉火

之前$
同时你也常常开着同情的心门#生起友爱的炉

火#在屋前"望$
友谊中只有快乐#只有慰安#只有奋兴#只有连

结$
友谊中虽然也有痛苦#古人的诗文中#不少伤逝

惜别之句#然而友谊是不死的#友谊是不因离别而断

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得一知己#可

以无恨"#这痛苦里是没有 !寂寞"的#因为我们已

经享有了那些朋友的友情%!寂寞"&&心灵上的孤

独#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小朋友#在人生路上#我们虽然是孤身启程#而

沿途却逐渐加入了许多同行的好伴#形成了一个整

齐的队伍#并肩携手#载欣载奔#使我们克服了世路

的险峻崎岖#忘却了长行的疲乏劳顿#我们要如何感

谢人世间有这一种关系#这一段因缘’
愿你们永远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我配#就请你们

也让我做你们的好朋友$

冰 心

()(*+)年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庆"

#本篇最初发表于重庆 $大公报%&’()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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