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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是宁宗一身边的一群小字辈，有幸观先生之本色，平日里跟先生没大没小，现在要提笔“正说”
先生的时候，想来只有四个字——常人常态。
学林中的“含羞草”在先生不足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生活必需品外，盛满了书，精神上的富有
掩盖了物质上的贫乏。
先生是个学者，但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
他既读“圣贤书”，也闻“窗外事”。
先生从事古典戏曲、小说和武侠研究。
在他看来，文本是作家心灵的凝聚物，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学
。
因此他常常通过窥探作家的心灵去探究文本，以自己的心去感知作家的心，再由作家的心认识作家的
文。
先生内心的富有使他很容易对作家心灵进行现场捕捉，而作家心灵的声响又丰富着先生的内心，好一
个“出自内心进入内心”！
先生不做曲高和寡的学问。
他的文章流淌着真诚，蕴涵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力量。
他的文字有棱角，蕴涵着深邃的形而上的思考；他的文字有灵性，有风情，感情随文字泛起，汩汩而
出。
先生总是谦虚说他的句子冗长没有文法，但古典文字的美感和质感尽显其中。
我常感觉，先生的眉宇间隐隐有股桀骜之气，掩藏在那慧黠的笑容后面。
想来，他的文章中也充盈着这种气质，或可解为自信的霸气、燃烧的激情。
先生喜欢做学问，但苦于摆脱不掉世俗的纷扰，然而也正是这份世俗情怀成就了他观察文化和文学的
独特视角。
做人做事做学问，在先生身上相得益彰。
先生就像一株含羞草，在学林中默默飘香。
香气虽不四溢，却也沁人，因此无需“含羞”。
课堂上的“万人迷”说先生是“万人迷”并不夸张，迷他的人岂止上万！
我们这些小字辈能在万人中被列为嫡系，可是煞费了一番仰慕之情的。
就是在当下，凡在先生讲过学的校园里，还是有无数和我们争宠的学弟学妹们。
先生的魅力随着年龄在增长。
想当年，先生讲座，无论在中文系还是东方艺术系，都座无虚席。
其中一部分人是为求师论道而来，另有一部分则为目睹先生风采。
蓝色牛仔裤、格子衬衫或是高领毛衣、外加白色棒球帽的活力装扮使他还未开口，聆听者便觉眼前一
亮，油生“一见钟情”之感；稍一动容，即已博得掌声一片；待到张口则精彩尽现：讲者语调锵锵，
神采飞扬，信手拈来，天马行空，听者直感大珠小珠落玉盘，天女散花，满堂弥香。
先生身上流淌着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通贯古今的学识，在课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先生不以“先生”自居，总是和学生打成一片。
所以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不多，总是不自觉地走到台下，自自然然地来到学生身边，不分长幼，不分
学科，不分话题，进行真正的“大家”与“大家”的对话。
这种“台下”情结使先生在课堂上更添一份魅力。
先生的家是学生的第二课堂，随时向学生敞开。
十几平方米的书房里容纳了数不尽的书和读书人，里面充满着无尽的话题与争论。
到了这里，学生们就像到了自己的家，饿了打开冰箱，累了躺到床上，冷了走近衣柜，更幸运的人还
可以享用到先生祖传的“宁氏三烹”和拿手的红烧肉。
学生的身影川流不息，一批离校，一批继起，先生的家也因此成了“人才集散地”，成为南开校园独
特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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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
我们被先生吸引，正是从课堂上开始。
市井中的“万事通”顺子调侃先生，戏称“大喇叭”。
听起来，还真是有点意思。
一则，先生关注天下，关心身边的人与事，喜论健谈，爱与人交流和分享；二则，先生掷地有声带着
韵律的京腔确符合播音标准。
 先生淡泊名利，远离官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教师，把课堂延伸到社会，把“闲情”撒满人间
。
他待人亲切、温和，总是蹲下来用真心与人交流，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各色人等都能成为他的攀谈对象
，每个人都能在他的话语中发现生活的闪光。
校园、医院、超市、旅行途中⋯⋯随时随地，他都有故事发生；很多时候，他又是在帮助别人，饱学
成就了他生活智多星的角色。
 先生好客，“有朋自远方来”是家中常见的景象；先生健谈，话语随随便便，岁月远远近近，情感点
点滴滴，总是于闲谈中传道授业、妙语解颐，即便你不善言谈，沉默寡言，和他谈天也永远不会陷入
僵局；即便你才疏学浅，他也绝不会令你陷入尴尬；即便你胸无点墨，只会唠家常，他也准会给你提
供一个自信的话题，先生尚雅而不避俗。
 先生家的门槛很低，似有被踏平的危险。
 饭桌上的“八宝粥” 因为情同家人，很多时候我们和先生相聚在饭桌上。
饭馆的地点常设天津，偶尔先生到北京来，就带我们这群“小朋友”见见世面，让国辉师兄、李歌儿
姐、杨华姐这些大腕们请我们吃顿大餐。
不过，顺子家附近的“郭林家常菜”却是先生的最爱。
 我们是吃得实惠，先生却醉翁之意不在餐，总是不断地引发谈资。
交流常常以调侃、揶揄或者争论的方式出现，由一件生活琐事可以谈到一生爱一世情，由一本书可以
谈到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由一个山药可以谈到养生之方保健之道，由一部电影可以谈到中西文化差异
，国事家事天下事，每个话题先生都能参与，都是兴趣十足，都要发表自己的一番真知灼见。
难怪他吃得少，原来肚子里装得多！
 先生有四大姑爷，即黄乐的夫婿小言、毛平的夫婿建强、顺子的夫婿晨峰和金双的夫婿剑勇。
“四大姑爷”虽是戏称，但却寄托了先生对我们这些小字辈的爱和期望。
女儿们经常带着夫婿回家，刚开始姑爷们还有点规矩，到后来混得比女儿们还熟，还受宠，因为他们
带来的话题新鲜，什么金融啊，航空啊，机械啊，女儿们妒嫉在外，却欣喜在心。
 饭桌上小的们大献殷勤，女儿们帮先生点菜加菜，姑爷们陪先生对酌，悉听老人家语重心长的教导，
感受过来人的大彻大悟，讲到婚姻生活时，先生总是站在女儿们这边，女儿们有种被娘家人保护的感
觉，而姑爷们也觉得应该珍惜当下的幸福。
那时女儿们才幡然醒悟——原来先生是打入“敌军”内部！
 先生70岁的年龄有着30岁的心脏，一来他有一颗童心，二来他注重养生。
先生平日里读书看报，深谙养生之道，平生最恋八宝粥，几乎每餐必食。
想来，先生就像饭桌上的那碗八宝粥，色香味俱全，耐人欣赏也耐人咀嚼。
 牌场上的“老顽童” 打“梭哈”是我们最热衷的娱乐项目。
这种风靡拉斯维加斯的赌博游戏，在我们玩弄起来，已尽失赌的本意。
一副扑克牌、一罐硬币、几把桌椅、几个伪赌徒搭建起一幅老狐狸智斗小狐狸的场景。
牌桌上可以看到先生平日里少有的放纵和夸张。
时而孩子般的调皮，时而赌徒般的诡诈；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捶胸顿足。
他的制胜法宝无外乎两个：一个是韬晦术，一个是较劲术。
所谓韬晦就是在牌烂到毫无胜算的时候采取“不跟进”策略，退而守之，名日“韬晦”，实为“无奈
”；而较劲则是在决胜的最后关头和众人争夺一张牌的较量中，不惜重金甚至倾巢换得“神牌”归，
对此张牌的衷情度无人能及，此举虽可用豁然率性作解，但却有争强好胜的成分。
牌桌上的先生不是最风光的，但却是风头最劲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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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的“童心”和我们在一起。
 生活中的“多情种” 先生认真对待生命中的每一份过往，细致地收藏着过往中的点点滴滴。
爱情、亲情、友情、师生情，先生珍惜并善待每一份情感。
 先生在爱情上是个多情种，但却总被无情伤。
先生尊重女性，经常提到歌德的那句名言——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进！
先生曾坦言，在爱情面前，他不是一个勇士，不曾追求过别人，只是被动地回应。
他的爱情经历了数次短跑，每一次都引发生命的震撼。
先生说过，只有有勇气的人才能经历真正的爱情，而经历后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巩固住它。
 先生老来得子，家里添了“热闹”。
那双异乎寻常的父亲的眼睛里面，闪烁着一刻也不愿离开儿子的目光，贪婪地注视着儿子从小到大的
一举一动。
先生教子重言传也重身教，但教子的严厉经常让我们忍不住替小家伙儿抱打不平，但小家伙人小鬼大
，偏觉受用。
 对待恩师李何林，先生深怀忏悔之心和敬重之情，书里书外，都背负了难以释怀的沉重。
读《灵前的忏悔》，总感觉先生的文字在流泪，心在滴血。
李师是埋藏在先生心中永远的痛！
 朋友是先生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关于朋友之道，先生在日本教书期间，曾在给我和剑勇的信中这样写道：“几十年来，我只有一点体
会，那是大诗人歌德一语中的替我说出了——‘人格的确就是一切。
’交朋友就是交人格。
人格二字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重人格足见先生之人格。
 很多时候我们在与先生分享着这些情感，它们是先生随时可以退守的安全堡垒。
 结语 我喜欢先生，因为他的本真。
先生的心灵从不上锁，总是自自然然地把本相交给自己，坦坦荡荡地把本心亮给别人。
这种本色是生命美的极致，好像不着色，其实涵盖了人生的任何一份美丽。
 我喜欢先生，喜欢他的博爱。
先生热爱生活，爱得真、爱得诚、爱得厚、爱得多。
他在爱的同时也在被爱，就让爱他的人更加爱他吧！
 金双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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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宗一先生的心灵从不上锁，总是自自然然地把本相交给自己，坦坦荡荡地把本心亮给别人。
这种本色是生命美的极致，好像不着色，其实涵盖了人生的任何一份美丽。
时过境迁，往事如烟。
书中所收的一些信件，提及的一些事，现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为了给历史留一份底稿，作者没有作任何删改，因为它记录的是我们特别是作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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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没大没小(代序)性情与良知(代序)与灵界对话垂露悬珠——触摸父亲的微楷书法附：《垂露悬珠集》
序喧闹嘈杂中沉得下心的人——读宁伯龙先生《垂露悬珠集》灵前的忏悔——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人
去人格在——在恩师何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戏魂——追思恩师华粹深先生智者达老——跟
随王达津先生45年附：我请达老当模特儿书生悲剧——长忆许政扬先生学者风范——追忆王季思先生
的学术贡献送别继馥——傅继馥《明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序从容涵泳放眼考量——刘叶秋先生人品
与学问梦里乾坤——傅正谷先生的心愿《关汉卿》四十年祭卧龙生印象在林骅大作出版之际，深深地
怀念李厚基兄读来读往两条平行线的对接——读来新夏先生文史随笔心灵史：文学与历史的契合点—
—读来新夏先生文史随笔新作探寻心灵的辩证法——读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兼论“心史”之研究
布·亨思奇《断袖癖——中国男性同性恋传统》中译本序张兵主编《五百种明清小说博览》代序尘世
的倒影与升华——许祥麟著《中国鬼戏》序把《金瓶梅》研究从狭窄的空间解放出来——序罗德荣著
《(金瓶梅)三女性透视》整合与发现：21世纪《金瓶梅》研究的新起点——序何香久编注《综合学术
本(金瓶梅)》换个视角去观照《金瓶梅》——读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引发的思考透视别一种
精神世界——序陶慕宁著《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序陶慕宁著《无问无应集》“学院派批评”的学术
实践——序陆林著《元代戏剧学研究》呵护评剧这朵花——序孙玉敏著《评剧谈艺录》文学语言的魅
力——《古典小说精言妙语》序《说不尽的(金瓶梅)》后记“随笔热”中试随笔——《走进困惑》后
记《教书人手记》编后赘语《中国小说艺术史》后记《倾听民间心灵回声——解读通俗小说的意义》
后记在《长生殿》讨论会上的五次发言致范曾先生的信致昆剧改编者的信性格就是命运——面对人生
与学术的自白学术论痕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社会史里寻诗到俗世咀味——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
考据，不应遮蔽审美视线——读陈寅恪《读(莺莺传)》电视剧《水浒传》播放前后的随想录面对大师
的心灵史——《红楼梦》论痕读古龙人生体验：作家创作智慧的基石——读司马翎《纤手驭龙》一得
爱情社会学与爱情哲学——《西厢记》《牡丹亭》之异同与青春版《牡丹亭》之贡献灵魂绝叫  境界
全出——感悟马致远《汉宫秋》第三折、第四折从文本的蜕变谈红娘形象的再创造——兼与黄健中商
榷电影《红娘》的导演构思拓宽曹禺剧作研究的新空间莎翁剧作的美学意蕴21世纪：以东方文化为主
流？
——质疑季老众说纷纭宁宗一探幽发蕴议论纵横《走进困惑》序宗一印象《说不尽的(金瓶梅)》序学
者的良知与热情赠宁宗一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赠宗一第一印象·第二视力·第三只眼阅读是心灵的对话
爱在飞翔的天鹅的羽毛里——宁先生宁一不二“另一类”的贡献烛幽洞察走出困惑宁宗一先生的人与
书宗一师这个“奇迹”一本书牵动了一部史我所认识的宁宗一先生学术追求的足印  辛勤探索的结晶
用当代意识观照古典文学学者风骨  诗人性情透视心灵文本师缘两题奇缘回首向来风雨处一位教授的
平民教师之心王开颖书信两封远珍书信两封金双的一封信剑勇的一封信寄予金双附：对黄乐同学毕业
时的寄语汪惠仁的来信名家如是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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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我知道父亲的蝇头小楷集有望正式出版的时候，我的兴奋之情真的处于巅峰状态。
当一个积压太久的心愿即将得到实现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告慰父亲的亡灵。
今天正好是父亲仙逝23年的忌日，夜阑寂静，妻儿安睡，在父亲的遗像和他的书法作品前，我点燃了
一炷父亲生前最喜欢闻的当归香。
我凝视着他那清癯儒雅又带着少许苦涩的面容，他似也在注视着我，就在这一刻勾起我那么多难以串
起的记忆碎片。
一对我们的家世和对父母青年时代的经历，我原本并不太清楚，只是在翻看旧相册时见到过几张年代
久远的黑白照片中的一些人物。
由于粗心，我从未打听过他们到底都是谁。
倒是父母、大舅以及大姐、三姐偶然提起一些家史的片断，我才对这个家有了模糊的了解。
母亲多产，生了我们九个孩子，但是我从未见过的两个哥哥很小即相继天殇。
而在我6岁时，全家的宠儿、我的小妹(小名叫小扁儿)，也因患猩红热，两岁多就离开了人间，于是我
变成了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父亲原名荣夔，又名咏琴，字伯龙，后以字行。
出身满族正蓝旗。
我的爷爷和太太(我们把奶奶称为太太，把母亲称为奶奶)在有了我父亲和两个姑姑后就过早谢世了。
所以我父亲从小就跟着我的老祖过。
老祖的身世我也不甚清楚，只知道做过清朝的浙江台州知府。
在北京的老宅子是东城西堂子胡同路北的一所大房子。
我父亲虽然是长孙(所谓“长房长”)，可是老祖的姨太太却容不得他们，对我父母十分苛刻，事事刁
难，再加上时代新思潮的浸染，我父亲就带着母亲和大姐离开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另过了。
至于母亲家，那就有点不一样了，是爱新觉罗家族，姓金，据说先祖是个王爷，随清军入关，当过成
都将军，但到我姥爷一辈已经彻底没落了。
我大舅后来就从西城辘辘把儿胡同那所大宅子搬出，到东城东总部胡同和我们家住在一起了。
父亲真的不容易，一家八口全靠他教书、当小职员和卖字为生，因此我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没有
受过高等教育。
而我的四姐和我只是因为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岁又合适才有机会上了大学。
我们一家从此过的就是典型的北京平民的日子。
子女在父母的教育下深知稼穑之难，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所以“节俭”二字，在我家已不是
一种美德，而是近于本能的生活习惯。
一片纸头、一截麻绳，在我们眼里都是可以利用的东西。
几个孩子穿衣服也是代代相传。
我从小学到初中穿的鞋都是母亲亲手纳的布底鞋，几乎没有穿过很多同学穿的那种“双钱牌”球鞋。
记得我们几个孩子用的毛笔都是戴月轩为父亲特制的写蝇头小楷的笔，但却都是父亲用过的，很少有
谁使过新毛笔。
我长大成人又教了书，深知中国文人的品性，他们心灵的秘密成长，他们作品中的华彩，往往酝酿于
贫与病的生存困境中；大富大贵反而会扼杀艺术生命。
父亲的书法艺术的精进自然也符合这条铁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失业。
那时他几乎完全靠卖字为生，这也就奠定了他最初从事书法写作的理念：书法具有实用性。
因为书法艺术乃是从实用中来，书法艺术也就与实用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书法既然是一种艺术，
所以和其他艺术一样，不能不讲究基本功。
在我的童年，父亲给我的印象似乎总是伏案勤笔，我们又从未帮上他的忙，只有三姐是他的真正助手
。
父亲写蝇头小楷，事前都是三姐用刻蜡板的钢笔和钢尺为他打好格，字数的统计三姐也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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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父亲写字前总要沐浴更衣，点上一炷香，然后摘下近视眼镜，像一位老工匠，神情专注，旁若无人
，自成一圈静谧的气场。
而母亲与孩子，干什么活也要蹑手蹑脚，不敢稍有打扰，生怕影响他的艺思。
友朋来时，看他写字，他就会露出自信的神态，那时父亲的心情其实都落在了笔端。
我愈来愈发现一种无法说清的情感血缘纽带，父亲书法作品的魅力和流淌出来的人格精神，在我生命
中已经开始产生了塑造性意义。
也许和很多书画家一样，都认为子女中必有克绍箕裘，于诗、书、画、印展其长才，世其家声者。
所以在我五六岁时，父亲每天都要给我留下作业，让我练字。
由于我过分贪玩，常常完不成任务，他总要对我呵斥几声。
有一次母亲怕父亲发火，坐在小板凳上替我临字，父亲回家后在给我评阅作业时，竟脱口而出：“煜
哥(我的小名)的字大有长进。
”父亲哪里知道这次的作业乃是出于母亲的手笔。
另外，我家还有一块近二尺见方的大灰砖，放在一只和我齐胸的乌漆茶几上，父亲每天是要在上面练
习字的，所以他也要我在上面练，并且规定下学后要在这块大方砖上用一只大毛笔蘸着水写上二十个
字才能吃饭。
可是我因为爱鸟，就在大方砖旁边用一根木棍架着一只“交嘴”(一种不放进鸟笼里，嘴部作交叉状，
经训练是会飞来飞去衔东西的鸟)，我总是不先写字，而要斗鸟玩，结果也不时遭到父亲无奈的白眼。
父亲始终对我怀有一份期盼。
我的哥哥结婚以后因为和家庭闹矛盾，离家单过了，父亲好像更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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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曾写过一些东西，也出版了一些著作。
但是，我的心情从未像编这本书时这样兴奋和激动。
我似乎有一种迫不及待地想把它立即交到我的亲朋好友的手中的冲动。
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冲动?说来可能很简单：一、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它是我的老师、挚友、
学生和我诚心合作的精神结晶；二、全书的调子基本是在对话，在交流，在真正意义上的闲聊中进行
。
它不是我一个人在絮叨一些什么，哪怕是那几篇学术性论文；三、整个书的操作都是由我最知心最亲
密的小朋友做的。
从封面设计、题签，一直到编排、校对，无一不是自己动手，而且清一色地是“玩”出来的。
但，态度之认真，水平之高，令我动容；四、我下决心不花一分钱去买“书号”，也不去难为朋友帮
助正式出版，我只想凭着自己的人缘把一本干干净净的小书印出来，让朋友看着玩儿，跟我一块儿开
心，让儿子长大成人时知道这个“另类”爸爸曾经做过什么，他爱过什么，他又受到了什么样的爱，
一句话，我真心想告诉他，人的现代生存价值，原来并不仅仅是什么学问之类，那更重要的乃是人与
人之间的理解与温情，宽容与和谐。
本书的命名在朋友中一直有争议。
我之坚持不改，主要是因为我在步入晚景后，更加看重心灵世界，而在所谓“治学”之道上，我又是
个文本主义者，所以才径直把它定名为“心灵文本”。
说实在的，一个人的心灵探寻，应从现代哲学角度提出人及其现代生存价值的命题。
而这中间最难做的是无私与无畏，它太需要的是真诚和良知，即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精神。
全书分四辑：第一辑，“与灵界对话”，我在自己的《名著重读·后记》中已交待，即“宁愿舍近取
远，仍希望问道于灵界”。
第二辑，“读来读往”是真诚地表示，无论是我为我的朋友还是为我的学生写书序，都是置于平等交
流及如何做学问和做人之上，从无指点之意。
至于自己的书的后序，一般都写得很长，目的是交待清我码字的动因，借机解剖自己的灵魂和诉说点
点滴滴的思绪。
“性格即命运”是我最信奉的至理名言，我的那篇“自白”，似乎由于语境发生变化，现在反而写不
出来了。
由于写时出于真诚，所以曾被反复刊出，目的是让人看清我的真面目。
第三辑，“学术论痕”，“论痕”是从我敬仰的卞之琳先生的大作《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中“偷”来
一用的。
我喜欢这个词，卞先生是大师，但他太谦虚，我则是出于实事求是。
我的那些上不得台盘的文字说是“论痕”也是高抬了自己。
其中的一些篇什大多是没收进过我已出版的集子中去的，那是因为有的是新作，有的则是我过去出的
书，基本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于是莎翁、曹禺、电视剧、电影的文字就不好收入，这次则借机把
它们一并塞进去。
第四辑，“众说纷纭宁宗一”是本书的重点，是我编此书的真实动因。
原来我本不想解释，后来还是担心被人误解，因为这些毕竟是朋友写的文字，一旦被我收进来，就有
了让人为自己捧场之嫌。
真不是这样的！
在这近三十篇文字中，有我的老师辈为我写的书序，内容是教诲、点拨、纠谬；有的是老友借写书序
之机，为我“辩诬”，这里有一点拔刀相助的意味，但我还是品味出那春秋笔法中的批评，这些文字
至今仍促使我时刻反思；有的文字纯属拿老头儿开心，在调侃一番以后，她高兴、得意，我也开心，
且有所得；有的是深情叙写相聚时那难忘的情景、心绪，其中包蕴的爱，很难用一言半语说清；有的
是从前写过我这个人谈过我的书，但近年又有新“发现”，写了续篇，其文内涵深邃，简直是哲理散
文，但我仍从夹缝中读出他对我的评骘，在缓缓的语气中我听到了激励之音，它让我猛醒，让我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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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人生；有的文字则是书评类的，我之所以未敢删减一些过誉之词，那还是因为在不虚美中有不隐
恶的一面；至于有些文字的作者只是有几面之缘，文字的亲切实令我感动；有的则纯然是陌生人写的
，是文字发表后，我才几经转折了解了他的“身世”⋯⋯这也证明，本辑文字不都是“打托儿”，绝
大部分是直观宁宗一。
既然是“众说纷纭”，所以各有各的声音，即使相似，也非“五色相宜，八音协畅”，只能是地道的
“众说纷纭”，“众说纷纭”之于我乃是恰到好处的评语。
我是一个略有个性的“老实人”。
只是因为有些事率性而为了，有时说话伤了别人的自尊心，道歉都来不及，于是得罪了一些人，所以
我的人生道路是跌跌撞撞的，不过我总能阿Q一番，用问心无愧的方式站起来直面人生，更何况，在
关键时我还总有贵人相助，于是一晃，上苍又赐给我阳寿21年。
此书妙不可言的是它的书序两则。
《没大没小》，活脱脱地道出了我和小字辈的关系。
他们对我没大没小，我和他们也没大没小。
我和我的朋友就是在没大没小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也是在没大没小中相互看到了人间真情。
我特别喜欢这个序名，曾经还一度想把它作为书名，只是因为考虑书中几组文字不合此题，才把此念
头放下。
但是我有一个心愿，我如果再亲自操刀编一本书，它的名字，我肯定用的就是《没大没小》！
时过境迁，往事如烟。
书中所收的一些信件，提及的一些事，现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为了给历史留一份底稿，我没有作任何删改，因为它记录的是我们特别是我的命运！
 2006年6月3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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