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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94岁高龄，74年教龄，90多天的笔耕，30万字的书稿⋯⋯
《松林回忆录》出版，霍松林先生耄耋之年再创奇迹！ 

 

内容简介

这是霍松林先生于93岁高龄执笔写就的回忆录，从童年生活、求学经历、学术活动、创
作活动、科研活动、教书育人诸多方面展现先生的人生状貌。这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
窗口，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国家民族的历史变迁，感受到先生对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
、对国家民族的无限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忠诚坚守，可以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崇高
而质朴的人生情怀。

作者简介

霍松林，1921年9月生，甘肃天水人，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著名文艺理论家、古典
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书法家。现任陕西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导，中国古文论学会、
中华诗词学会、世界汉诗学会名誉会长等。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委员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中
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四海诗社名誉社长等。
著作有《文艺学概论》《历代好诗诠评》等四十多种。1988年应聘任美国国际名人传记
中心指导委员会副会长，获颁“终身学术成就”金像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
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被中国作协列入“抗战时期老作家”名单，获颁
“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奖牌。2008年获“改革开放三十年陕西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
和中华诗词学会授予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2009年被评为陕西首届社科名家，201
0年获陕西“十二五”科学发展思想驱动奖。

目 录



第一章缅怀童年
第二章小学、初中、高中
第三章任教玉泉听雨巴山
第四章游学金陵
第五章流寓广州讲学南泉
第六章天师半载师院六年
第七章从“反右”至“四人帮”垮台
第八章南游北上以文会友
第九章培养首届硕士阐扬形象思维
第十章研讨唐诗编写教材
第十一章遍游五岳
第十二章浙游记胜
第十三章兰州敦煌南京扬州
第十四章两赴东瀛弘扬国学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5 后记
人老念旧，经常思念父母，也怀念乡亲。没有父母的抚养、教育，哪有美好的今天！没
有乡亲们的关爱、护持，也很难活到“四人帮”垮台。“文革”祸起，众乡亲即为我担
忧。得知我的长子、女儿被打成“黑五类”，插队后备受欺凌，即由大队书记出面，将
孩子转到老家插队；又与公社联系，推荐女儿上甘肃师大、儿子上兰州大学。这不仅为
孩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又给我以极大的精神支持，使我能够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克服万
难，活出十年浩劫。
我一贯热爱故乡，改革开放以来，我为家乡的建设做了不少工作。家乡人更对我关爱有
加,逢年过节，乡长、村长都带上苹果、土豆之类的土特产来看望我；还修建了“霍松林
故里”的碑亭，绿树成荫，环境幽雅，已是乡亲们集会的最佳场所。
好多年没回老家，乡亲们想见我。2007年6月中旬，乡长王彦军开车来接，便由小儿有亮
陪同，回乡探亲。先在父母坟前磕头、默哀，然后到乡政府与众乡亲聚餐、叙旧、摄影
留念。王乡长已经作好准备，要我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琥珀乡人民政府”三
块牌匾，我写了，不久即刻制悬挂，给我寄来照片。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到下午五点
，只好赶回麦积。虽然来去匆匆，却感到极大的安慰。爱亲爱乡，是爱民爱国的根本。
人，是要有“根”的，不能“忘本”。我的“乡根”扎得很深，长得很壮。
天水市也是我念念不忘的故乡。我在这里上初中、上高中,教小学、教中学，留下了许多
美好的记忆。改革开放以来，我在促进天水市的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原
任天水市委领导，现任天水师院党委书记的杜松奇同志在《殷殷深情系桑梓——记霍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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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二三事》一文中作了过高的评价。我将三千多册图书、七十七件书画和一百多盒
音响资料及其他文物捐献给天水师院，该院即创建“霍松林艺术馆”，我的儿子、儿媳
和我的博士弟子多人参加了隆重的开馆仪式。据说，开馆后参观者络绎不绝，已成为天
水著名的文化景观，影响深远。
从1951年初到现在，我在我校任教六十多年，做了应该做的本职工作。校领导却给予了
无微不至的关照，不但该退休而未让退，还为我祝贺八十、九十生辰。2000年10月举行
的“庆贺霍松林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及八十华诞学术讨论会”，省市领导、文化教育界名
流，纷纷光临盛会；霍门博士弟子，也从全国各地赶来为老师祝寿。在大会开幕式上，
省委栗战书常委、我校赵世超校长，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来宾也争先发言，场
面热烈，盛况空前。学术讨论会有多人参加，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也开得很成功。 5
后记 人老念旧，经常思念父母，也怀念乡亲。没有父母的抚养、教育，哪有美好的今天
！没有乡亲们的关爱、护持，也很难活到“四人帮”垮台。“文革”祸起，众乡亲即为
我担忧。得知我的长子、女儿被打成“黑五类”，插队后备受欺凌，即由大队书记出面
，将孩子转到老家插队；又与公社联系，推荐女儿上甘肃师大、儿子上兰州大学。这不
仅为孩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又给我以极大的精神支持，使我能够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克
服万难，活出十年浩劫。 我一贯热爱故乡，改革开放以来，我为家乡的建设做了不少工
作。家乡人更对我关爱有加,逢年过节，乡长、村长都带上苹果、土豆之类的土特产来看
望我；还修建了“霍松林故里”的碑亭，绿树成荫，环境幽雅，已是乡亲们集会的最佳
场所。 好多年没回老家，乡亲们想见我。2007年6月中旬，乡长王彦军开车来接，便由
小儿有亮陪同，回乡探亲。先在父母坟前磕头、默哀，然后到乡政府与众乡亲聚餐、叙
旧、摄影留念。王乡长已经作好准备，要我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琥珀乡人民
政府”三块牌匾，我写了，不久即刻制悬挂，给我寄来照片。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到
下午五点，只好赶回麦积。虽然来去匆匆，却感到极大的安慰。爱亲爱乡，是爱民爱国
的根本。人，是要有“根”的，不能“忘本”。我的“乡根”扎得很深，长得很壮。 天
水市也是我念念不忘的故乡。我在这里上初中、上高中,教小学、教中学，留下了许多美
好的记忆。改革开放以来，我在促进天水市的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原任
天水市委领导，现任天水师院党委书记的杜松奇同志在《殷殷深情系桑梓——记霍松林
先生二三事》一文中作了过高的评价。我将三千多册图书、七十七件书画和一百多盒音
响资料及其他文物捐献给天水师院，该院即创建“霍松林艺术馆”，我的儿子、儿媳和
我的博士弟子多人参加了隆重的开馆仪式。据说，开馆后参观者络绎不绝，已成为天水
著名的文化景观，影响深远。 从1951年初到现在，我在我校任教六十多年，做了应该做
的本职工作。校领导却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照，不但该退休而未让退，还为我祝贺八十
、九十生辰。2000年10月举行的“庆贺霍松林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及八十华诞学术讨论会
”，省市领导、文化教育界名流，纷纷光临盛会；霍门博士弟子，也从全国各地赶来为
老师祝寿。在大会开幕式上，省委栗战书常委、我校赵世超校长，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来宾也争先发言，场面热烈，盛况空前。学术讨论会有多人参加，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也开得很成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99年开始，大陆、港、台，以及美
、日、新加坡的友人不断寄来祝寿作品，包括诗、文、词、曲、书法、绘画；霍门弟子
也寄来《难忘师生情》等三十多篇祝寿文章。诗、词、曲、文三百三十篇，对联五十副
，编为《霍松林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八百一十八千字，精装，陕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诗、词、联中的一部分，是用毛笔宣纸书写的，有的已经精裱；绘画中的一部分，
也已经精裱或装入镜框。深情厚谊，令人感动不已。书画作品将近二百幅，编为《庆祝



霍松林先生八十寿辰书画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九十寿辰的系列庆祝活动分
为“霍松林先生从教七十周年暨九十华诞庆祝大会”“《霍松林选集》出版座谈会”“
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霍松林先生与弟子座谈会”“名家系列学术讲座”“唐音阁笔
会”六个部分，规模宏大，《陕西师大报》出了专刊，用四个多版面作了报道。其《喜
庆文宗大寿，勇攀学术高峰——我校隆重庆祝霍松林先生从教七十周年暨九十华诞》的
报道占一个版面，摘录前数段如下： 10月18日，“霍松林先生从教七十周年暨九十华诞
庆祝大会”在雁塔校区崇鋈楼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兄弟院校的领导、多家著名学府
文学院的院长、著名学者、霍门弟子、校内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我校文学院师生代表
二百四十多人出席了庆祝大会。原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副书记牟玲生，陕西省政协副
主席李冬玉，及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专程赴会为霍松林先生贺寿。庆祝大会由党委书
记江秀乐主持。 文学院学生代表向霍松林先生及夫人胡主佑教授敬献鲜花。陕西省文史
馆馆长李炳武宣读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写给霍松林先生的信，陕西省委副秘
书长杨志刚宣读了代省长赵正永和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的贺信，天水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王光庆宣读了霍先生故里甘肃省天水市委、市政府的贺电。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建国赋诗一首表示祝贺。 房喻校长发表热情洋溢的贺寿讲话。他
从文艺理论及古典文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诗词及书法艺术创作、学风及人品等方面
，对霍松林先生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讲话中表示，希望让学人们更强烈地感受到霍先生
这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学习霍先生创新求是的开拓意识、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教学
经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坚持真理的顽强品格、无私奉献的学者风范，使学校的教
学和科研再上一个新台阶，让陕西师大多出学术大师。 萧正洪副校长宣读了《陕西师范
大学关于设立“霍松林古典文学奖”的决定》。“霍松林古典文学奖”每三年评一次，
对海内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进行奖励。 陕西省诗词学会名誉会
长张勃兴，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周笃文，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陕西于右任书法学会
会长钟明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主编、博士生导师陶文鹏，陕西省教育厅厅
长杨希文分别发表讲话。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
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代表霍门弟子向霍先生敬献祝寿词。贺信、贺
电、致辞和发言盛赞霍松林先生对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传承、发展、繁荣中华文化所做
的杰出贡献，高度评价了先生把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高尚情操，充分
肯定了先生提倡并践行的“知能并重”“品学兼优”的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方法，
高度赞赏了先生在诗词赋联及书法创作方面取得的艺术成就，对先生坚持独立思考、坚
守学术良心、坚定道德操守的君子风范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霍先生健康长寿、学术
之树常青。 人逢喜事精神爽。九十初度的霍松林先生发表了满怀深情的即席讲话，对各
级领导、有关方面和各位师友的祝福表示感谢。 十年前，霍松林先生在《八十述怀》中
曾有“高歌盛世情犹热，广育英才志愈坚。假我韶光数十载,更将硕果献尧天”的诗句。
十年过去了，霍先生老当益壮，豪情依旧，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仅给学术界贡献了
硕果，给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也促进了学校事业的巨大发展。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先
生谦称自己与大家给予的赞誉和评价尚有差距，他认为，这些赞扬是对自己的鼓励和鞭
策,自己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争取接近甚至达到大家期待的目标。他在讲话中，还对我校以
及文学院近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感到欣慰。他表示,自己仍将只争朝夕，活到老、学到老
、研究到老、育人到老,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培养更多有用人才，为学术研究、文化繁荣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力量。他也发自内心热切期待我校加快发展,勇攀高峰，再
创辉煌。霍先生的讲话不时激起会场内的阵阵掌声。



《陕西师大报》对“《霍松林选集》出版座谈会”的报道很详细，摘录两段： ⋯⋯10月
17日，作为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霍松林选集》出版座谈会在启夏苑多功能厅举
行。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陕西省
作协主席贾平凹，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白云腾，陕西省文史馆馆长李炳武，中国
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书法家钟明善，我校校长房喻，副校长张建祥、萧正洪，以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邓小军、李浩、杜晓勤、康震等五十多人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萧正洪主持。⋯⋯ 《霍松林选集》是目前收录霍松林先生资料最多，由霍先
生亲自编选的最准确、最权威的读本。选集总计六百余万字，从1957年7月的《文艺学概
论》到2010年6月的“中华诗词文库”本《诗国漫步》，时间跨度极大，全方位展现了霍
松林先生的学术成果。十卷分别为：《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诗词集》《鉴赏集》
《随笔集》《论文集》《序跋集》《译诗集》《诗国漫步》《西厢述评?西厢汇编》《历
代好诗诠评》等。 10月18日，“霍松林先生与弟子座谈会”在启夏苑多功能厅举行，《
陕西师大报》“霍松林先生九十华诞专刊”作了生动的报道。使我非常高兴的是，霍门
博士弟子除了个别出国讲学的，其他都来了。久别重逢，握手言欢，一室生春。每一个
人的发言，都引起我的回忆，想起当年师生对坐，互问互答，赏奇析疑，谈笑风生的美
好时光。李浩在发言中说“青出于蓝而未必胜于蓝”，同学们表示同意。我对他们说：
“后来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比你们多学了几十年，自然比你们强。我老了，
你们才是中年，来日方长。一定要加强信心，勇攀高峰。我一贯甘作‘人梯’，作‘人
梯’，就是要教学生比我强，比我高。教出的学生比老师强、比老师高，才是好老师。
”座谈会结束了，仍然依依不舍。西安的，附近的，见面不难。远在北京、南京、淮阴
、武汉、厦门、广州、成都、河北、黑龙江等地的，但愿过几年还能见面！ 近年崇尚“
口述历史”，自己讲，别人写。我习惯于自己的事自己干，不麻烦别人。一只手，一支
笔，几百张稿纸，两个月时间，写出了二十一章。叫什么名字呢？原来想叫《余生忆往
》。我在“四人帮”垮台后所写的文章中曾自称“虎口余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
人也活得旺旺的，何必还自称“余生”！还是叫《松林回忆录》，更切合实际。 我校出
版社的领导同志得知我写回忆录，认为我在我校工作六十多年，回忆录的内容多与我校
校史有关，所以登门约稿，并一再强调：不但无偿出书，而且出快出好。
这真使我喜出望外！既感激，又深感荣幸。 2013年3月8日写于唐音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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