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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11月16日是父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写这本书来纪念父亲。
    我是学理科的，缺少文学功底。
写作中回忆生活的往事，收集朋友讲述的故事，阅读各种资料，努力完成这本书，来献上我的心意。
  在写父亲的过程中，我又认识了父亲，感受了父亲，明白了父亲，但又觉得远远不够。
父亲的勤奋和创作上的快捷，为他赢来了时间，好像延续了生命，使他在八十六岁的生命中，做出了
令人惊叹的业绩。
我只觉得写不过来，写不好。
    书中_的第二部分，我写了“伤寒与耳背”，只想把父亲耳疾的程度。
耳疾给他带来的痛苦和困难反映出来。
他取得的超人成绩，是克服了耳疾。
加倍付出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对此，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
    书的前半部分，我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后半部分是按专题写的。
总之是想表达得好些。
总体上我尽量表现“父亲”的内容。
    因为要写“父亲”，作为女儿怀着对父亲的亲情来写这本书，是用以纪念父亲。
这是作为女儿的心意，我想朋友们能理解这一“人之常情”。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为了介绍父亲。
也将他的著书目录做了引用，并将一些专业学者的许多令我长见识的观点、评价和介绍做了引用。
    写书的过程中，许多朋友和书籍给了我帮助，给了我许多增长知识和学习的机会。
在此向各位学者、父老乡亲、朋友们和有关父亲年谱的作者表示谢意。
向郭汉英、郭平英及王廷芳表示感谢。
向郭沫若纪念馆的支持表示真诚的感谢。
    书中的许多照片及部分文字说明，是取自肖玫著《郭沫若》一书，在此说明并致谢。
    书中存在的缺憾，愿得到大家的指正。
    本次再版，作了部分改动。
    郭庶英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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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庶英在郭沫若先生的三个女儿中排行老二，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曾先后担任中
国科技大学团委宣传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员、中日友好医院办公室主任等职，现
任北京市经济技术发展中心总经理。
其相关科研成果先后荣获总后卫生部科技三等奖、国防科工委科技二等奖。
她所写的《我的父亲郭沫若》一书是迄今为止郭沫若子女所写的第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

郭庶英与郭沫若在一起生活了整整38年，对父亲的一生，尤其是他晚年了解得特别多。
本书中，郭庶英将通过对父亲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回忆，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有悲喜、有忧郁、有困
惑的郭沫若的形象：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一个有极大包容心的人，一个有丰厚知识而又十分平和的人
，他一生的奉献永远是那么地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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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写在书的前面
第一章　沙湾和宁化
　一、老家沙湾
　二、宁化，客家人的祖居
第二章　伤寒与耳背
第三章　天官府、赖家桥
第四章　妈妈于立群
第五章　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
第六章　山城在咆哮
第七章　延安和重庆
第八章　抗战胜利国共和谈
第九章　上海秋恩威路719号
第十章　移过香港
第十一章　安娜夫人
第十二章　前往解放区
第十三章　北京饭店和大院胡同五号
第十四章　和平战士友好使者
第十五章　老院长　老校长
第十六章　一个有学术资格的职务
第十七章　学医的文学家
第十八章　天生“反逆”
第十九章　才华与勤奋
第二十章　慷慨与关怀
第二十一章　前海西街十八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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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章  抗战胜利  国共和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战局迅速发展，1945年4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
父亲此时收到驻重庆的苏联大使馆费德林先生带来的访苏邀请，与丁西林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二百二
十周年纪念大会。
在苏出访了五十天，往返途中十八天。
在父亲还差几天回到重庆时，日本投降了。
八年抗战胜利！
老百姓欢腾了，重庆山城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不断，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游行持续了好几天。
为了庆祝胜利，妈妈带我们去曾家岩，这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我们知道好爸爸、好妈妈（我们一直
对周伯伯和邓妈妈的称呼）常住在那里。
我们跟着大人高兴，跑到街上挤在人群中大喊大叫；又特别高兴的是爸爸也要回到家中，那时我们是
多么想爸爸啊！
在父亲访苏期间，汉英说：“妈妈，二天要苏联开个飞机来，把我们全家都接到爹爹那里去啊。
”我也说：“外国人真不好，把我们爹爹弄起走了。
”世英也老缠着妈妈：“爹爹怎么还不回来，他骗我一会儿就回来，这么久还不回来，他不回来抱我
啦⋯⋯。
”我们对爸爸的想念常搅得妈妈不安宁。
爸爸要回来兴奋得我们不能入睡。
    六十八天之后，爸爸真的回来了！
在父亲回到重庆后，我们家很热闹，到家里来访的朋友很多，父亲不断地讲述访苏见闻和观感，大家
一起兴奋和快乐。
父亲还应邀到中央大学向学生们作报告，联系我国社会现状与访苏见闻作对比。
掌声、笑声一再淹没父亲的话音。
那时虽然父亲每天都繁忙，但到晚上他能静下来抓紧校对《十批判书》。
    《新华日报》8月2日刊登了内战全部事实，揭露了挑起内战的责任。
时局错综，为了推动国共两党和谈，毛主席和周伯伯、王若飞来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在重庆，大家听了都非常振奋，盼望着这一天的来到，大家也为主席的安危担着心。
    8月28日一个晴天的下午，约二点半钟，毛主席乘坐的飞机到达了重庆。
父亲、母亲也到机场欢迎。
在欢迎的客人中只有五位女士，妈妈说她便是其中的一人。
另四人是彭子冈、浦熙修、龚澎和张晓梅。
    爸爸、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去参加了在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鸡尾酒会。
妈妈说：“毛主席、周伯伯、王若飞伯伯等都到了。
那时天气特别热，大家拥挤在大厅里，热烈鼓掌，都仰望着毛主席。
二百多个人争着和主席握手，也争着向毛主席敬酒⋯⋯街道两旁的群众拥挤不堪，见到毛主席掌声不
断，一直到主席乘车离去后，掌声依然不停。
后来天下着小雨，人们并不在乎，大家期待着毛主席的诚意能扭转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势头。
”    9月3日重庆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大游行，上午9点庆贺的警报、炮火齐鸣。
本来通知下午毛主席要到我们的家里来与做文化工作的朋友见面，妈妈还特别到街上办了些茶点，但
是大游行的活动使得大街小巷挤满了人，车辆不能通行。
约定在家里的会面改在晚上到桂同去了。
听妈妈说毛主席和大家讲了许多形势和谈判的问题。
遗憾的是我们没去成。
    另一次毛主席、周伯伯让老段叔叔开车接父母亲去曾家岩和红岩村，毛主席在晚餐时说：前途是光
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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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意父亲在文化界对国民党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
妈妈说：告别时，毛主席很和蔼，亲切地对父亲说：“以后有机会再畅谈。
”    国共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谈判纪要反复推翻，而且不断制造事端。
中共代表团的秘书李少石，一位非常优秀的干部被杀害了。
大家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公祭，抗议国民党，怀念烈士。
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形成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这个文件发表的当天毛主席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父亲与周伯伯、宋庆龄、柳亚子等人到机场送行。
随之不久，蒋介石便撕毁协议，大举向解放区进攻。
在重庆，反对内战的斗争以各种形式仍在进行着。
    父亲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就在校场口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圆满结束的群众大会上，一群歹徒手持木棒、石头跳上台去破坏会场，
李公朴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父亲也被打，衣服被撕破，在混乱之中被及时地转移出来。
爸爸回到家中非常激动，非常气愤，很快又赶到医院去看受伤的朋友。
校场口惨案激起民众的愤怒，也更看清了蒋介石所谓的民权是多么的虚伪。
    蒋方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
时局的变化使得斗争的中心开始转移，那时许多人士开始转迁到上海。
1946年5月8日我们全家也迁居上海，我们是乘飞机走的。
那也是兄妹们第一次坐飞机。
还记得在途中机场休息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香蕉，还不懂得怎么吃法，是妈妈告诉我们要剥皮才能
吃。
眼前的一切都很新奇，我们只感到有许多新鲜事、新环境在等着我们。
    P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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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写完了，我觉得离父亲更近了，他更鲜活地活在我的心里。
父亲是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有极大包容心的人，他是一个有丰厚知识而又十分平
和的人⋯⋯；他热情、专注；他热爱生活、感情丰富⋯⋯他一生的奉献永远是那么地真诚！
    一切的一切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父辈们的业绩，为后人开创了新天地。
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我们永远应该引以为荣。
    郭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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