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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建安先生喜欢看我的书和文章，又喜欢看我的夫人张允和的书和文章。
他在阅读之后，剪裁我们二人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和篇章，巧妙地编织成这本轻松的休闲读物，题名《
今日花开又一年》。
这个书名，意味深长，促我反思。
休闲读物，可以随手丢开，闭目养神。
可是，在不经意中看到某个章节的惊人记载，会使你跃忽而起，眼前浮起许多亲朋好友的不幸故事。
时代过去了。
灾难也会随着时代过去吗？
张建安先生介绍我和张允和两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生活特色，而是因为我们两人的生活非常平凡
，既有平凡的幸运，也有平凡的灾难，可以代表即将逝去的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平凡阶层。
“今日花开又一年”。
年年花开。
愿今日的花，不是昨日的重复，而是昨日的升华！
201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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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日花开又一年》中大部分内容是富有生活情趣的美文。

 《今日花开又一年》共分四卷。

第一卷“两人世界”中，周有光、张允和都来写两人的往事与情感，有重复，有穿插，不一样的笔调
，却跳着和谐的双人舞。
有交错，有互补，这里找不到了，那里又出现了，使阅读平添许多乐趣。
看吧，这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一个幽默风趣，博学多才；一个诗意盎然，浪漫温情。
他们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

 第二卷“周有光记忆深处”，读者会领略到周老的许多趣事妙语。

第三卷“张允和记忆深处”，让我们随着张允和朴素而绮丽的笔触，从她富有传奇色彩的出生，到大
家闺秀到现代女性到教育工作者到家庭妇女，一直到她八九十岁具有童真色彩的晚年，由此领略她多
姿多彩的人生画卷。

第四卷“周有光回顾语言学界往事”，再加上第二卷中周老所写《我和语文现代化》。
这些文章涉及不少专业内容，读起来可能就不大休闲了。
好在周老向来重视知识的普及，他的文字总能深入浅出，只要认真阅读，定当受益匪浅。

本书的“附录”部分，既有周有光、张允和事略及“家人的话”，又有余英时、于友、王浞华、曾蔷
诸先生(女士)关于周、张二人的文章，以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周有光和张允和。
除了他们的生活趣闻外，还能领略到他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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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允和，1909年生，当代著名昆曲研究家。
能写曲、填词、亦工诗。
原籍安徽合肥，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苏州。
上海光华大学毕业。
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
1956年与俞平伯创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编辑《社讯》并演出昆曲剧目多种。
写有诗词近百首，散文多篇。
出版《书的故事》、《多情人不老》，并自编家庭刊物《水》本书是她绝大部分散文的结集。

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
1923—1927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

1928—1949年，任教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和浙江教育学院；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
。
1949年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1955年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和委
员。
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聋人手指字母方案》。
国际标准化组织投票认定，汉语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人之一。
提倡现代汉字学和比较文字学。
出版《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朝闻道集》等语文专著30余
种，发表论文300多篇。
1989年离休。

近年来出版散文集、随笔集《朝闻道集》（2010）、《拾贝集》（2011），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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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编辑余记
第一卷：两人世界
我们俩
妻子张允和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残酷的自然规律——《浪花集》后记
温柔的防浪石堤
“流水式”的恋爱
结婚前后
绕地球一周
“傻瓜电脑”的趣事
八十六岁学电脑
第二卷：周有光记忆深处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百岁新稿》自序
坐独轮车上大学
圣约翰大学的依稀杂忆
有书无斋记
大雁粪雨
跟林汉达先生一同看守高梁地的时候
地球缩小了，胸襟要开阔
干校归来
窗外的大树风光
失落了的欢欣
怀念敬爱的张寿镛校长
我和语文现代化
第三卷：张允和记忆深处
亲爱的父亲
我的母亲
本来没有我
红双喜
大弟新娘俏
王觉悟闹学
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落花时节
女大学生三部曲
难途有寄
洒到人间都是爱
一封电报和最后的眼泪
看不见的背影
庆庆的一天
安安的一天
半个字的电报
喜的是《水》，忧的也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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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
小白兔
昆曲一江南的枫叶
悼念笛师李荣圻
江湖上的奇妙船队
不须曲
风月暗消磨，春去春又来
曲谜传友情
人得多情人不老
黄山归来寿莹环大姐
过南园乌鹊桥故居(四首)
长安喜遇咏莲
哭二弟
范用吃醋
允和日记
第四卷：周有光回顾语言学界往事
切音字运动百年祭
卢戆章：切音字运动的开创者
蔡元培：现代新教育的开创者
瞿秋白：中文拉丁化的创导人
黎锦熙：语文现代化的先驱
黎锦熙先生和语文现代化
胡愈之引导一代青年
叶籁士：左翼语文运动的倡导者
吴玉章和拉丁化运动
倪海曙：拉丁化运动的旗手
胡乔木：智慧的巨星
村野辰雄：日语罗马字的旗手
魏建功：台湾普及国语的开创者
陈望道：革命教育家
罗常培：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家
王力：龙虫并雕的语言学家
吕叔湘：语法学大师
林汉达：大众化的教育家
姜椿芳：《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办人
刘尊棋：《中国日报》的创办人
张志公：实用语法学家
曾世英：现代地图学的开创者
郑权伯：水利学大师
章乃器：胆识过人的银行家
附录：
周有光先生事略
张允和女士事略
家人的话
《周有光百岁口述》序
读周有光《朝闻道集》笔记
新潮老头与白发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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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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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妻子张允和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
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
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
”与“李家”相并列。
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
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
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
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
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
1921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
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
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
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
身上。
”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只给儿女
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
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
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
子。
”九如巷原来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学校是通的。
解放后，苏州政府把原来的房子拆掉，在这个地方建了高楼，成了政府办公的地方。
张家住的房子归了公家，现在张允和还有一个弟弟住在那里，原来的房子还剩下从前所谓的“下房”
，现在就修理修理住了。
苏州城中心的一个公园，九如巷在那儿旁边，找到公园就找到九如巷。
从前，很近就到公园、图书馆。
苏卅I在我们青年时代河流很多，现在都填掉，变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们家家道中落，她们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
我的曾祖父原来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很有钱，办纱厂、布厂、当铺。
“长毛”来了，清朝没有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本地军队结合起来抵抗，城里不能跟外面来往了
，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
“长毛”打不进来，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就打下来了，我的曾祖
父投水而死。
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就封他一个官——世袭云骑尉。
世袭云骑尉是死了以后要给子孙世袭很多钱。
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打完就回来，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领到很多钱。
一直到民国，才没有了。
原来的当铺、工场地皮还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剩下的几年卖一处，花几年，再卖一处，
花几年。
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我的父亲是教书的，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
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收入不是很多，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
这样子，就穷下来，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时候，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
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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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近的到虎丘，远的到东山，有很多路，还有河流，可以坐船，
可以骑车，可以骑驴，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没有危险。
这样子一步一步，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
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较适中。
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当时是很自由开通的风
气，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
我不是一个人去，就是几个人去。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
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
昆曲。
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
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
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
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
社。
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
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
允和做社长。
昆曲研习社今天还存在，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明，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
欧阳启明很倒霉，中学毕业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许进大学，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
结束，她由朋友介绍到日本去读了好几年书，回来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
我也算昆曲会的会员，我是不积极的，可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到，张允和是积极参加研究工作、演出、
编辑。
我去陪她。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
这个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80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
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
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
《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
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93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93岁去世了。
我给书写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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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日花开又一年》是休闲读物，可以随手丢开，闭目养神。
可是，在不经意中看到某个章节的惊人记载，会使你跃忽而起，眼前浮起许多亲朋好友的不幸故事。
时代过去了。
灾难也会随着时代过去吗？
周有光：106岁智慧老人。
张允和：“最后的闺秀”！
记忆深处⋯⋯“最最亲爱的全球老头、顶顶可爱的全职主妇张家二姐”，看他们在人间书写怎样的传
奇！
97岁文坛名家马识途题写书名，学者王湜华书写贺诗。
两人世界，周有光记忆深处、张允和记忆深处，周有回忆：卢戆章、蔡元培、黎锦熙、胡愈之、瞿秋
白、吴玉章、叶籁士、倪海曙、胡乔木、村野辰雄、魏建功、陈望道、罗常培、王力、吕叔湘、林汉
达、姜椿芳、刘尊棋、张志公、曾世英、郑权伯、章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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