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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1年，他和范用拍板，出版《干校六记》，
2011年，他大热天伏案，写就《平生六记》。
一位九十五岁的人道主义者、终身的鲁迅先生信徒，
在革命洪流过后，念念不忘几件“小”事。
是妇人之仁，还是良知未泯？
本书是曾彦修先生最近完成的一部回忆录，记录了他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
关。曾老是高级干部中少数头脑清楚、没有被革命锻造为工具的幸存者之一。他晚年常自庆幸的，是
平生未整人。这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是凤毛麟角的个案。这本篇幅短小，意义却很大的书稿中，充
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名家推荐：
良知未泯。
——周有光
曾彦修老人《九十自励》诗中说：“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这本书里讲的是，作者亲历的真实的历史，贯彻了作者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处事精神，值得一读。
——吴道弘
六十年前，我就在彦修同志麾下当小兵。从那时开始，我已深深感到这位老领导敢于坚持真理，绝不
退让、动摇。1957年他成为当年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我对他的信赖并未动摇。老人现在年过
九十，依然写作不辍，为文充满朝气，诚为文坛奇迹。渴望看到这位在任何荒唐面前永不退让的老领
导更多的作品。
——沈昌文
精彩文摘：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
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
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前记》）
我写此书，有一个微小的希望，即：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
界线，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前记》）
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
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
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 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
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反右记幸》）
对全社的“反右”是另外的战场，据说是由文化部某个副部长来主持的。这时，一切政治运动似均已
大获全胜了。于是号召全国上阵，翻墙倒屋。爬上屋顶，手执长杆，挂一破布，不断挥舞，口中“喔
喔”不停，用以驱赶麻雀。有人发现，黄昏以后，麻雀还远未死尽，又昏昏沉沉地掉到屋顶上了。聪
明人又生一计：三班倒，反正人力是使不完的，比麻雀好办得多。使各种飞鸟在天空飞翔二十四时，
不让休息，不能进水和食物，那是非力竭坠地身亡不可的。这时，对我的专门批斗似已告结束，我就
说，我到屋顶上打麻雀去吧。批准后，我就天天爬上屋顶，大打其麻雀。其实哪里还有麻雀可打。但
我在屋顶上自由极了，那时北京还没有一座高楼，在屋顶上四面一望，北京市都到了眼底，真是一大
奇观。我这一打，就什么都忘了。别人则以为这是对我的处分，也不敢管。于是三天的任务，我就打
了七八天，甚至十来天。单位忙于斗“右派”，哪还注意到我。有谁一想，怎么好久不见这个人了，
是不是出问题了。于是派人立即骑车找我。时我正在屋上“喔喔”地赶麻雀。找到我的人怪我为何早
不下来，任务只有三天，你怎么一直打呢？我说，我不知道呀！我以为这是一个长期任务呢，就一直
打下来了。（《反右记幸》）
我们应该使人人有很高的自尊心，而决不能几十年天天叫人检讨自辱，放弃任何自尊心。真正到了人
民都必须放弃自尊心的时候，这个民族恐怕也就难于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一个民族的自我削弱，
几全来自内部因素，而非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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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此时已进入九十五岁了，不知怎么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升起来：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必
须检讨一辈子，受辱一辈子，这算什么生活？但那个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梁漱溟不管有多少“唯心
主义”，却令人永志不忘。
记住：人不能永远生活在饥饿中，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屈辱中。此而不改，一个民族的尊严何在？
要记住：没有个人尊严，就不可能有民族尊严。
（《反右记幸》）
顺便说一句，大约1984、1985年，承新闻出版署人事司多次打来电话，要我去领回我的“材料”。我
未去领。那时，从我的住处上无轨电车，五分钱，就可从我的门口到他们的门口。有一次，我说：“
我不领了，下次运动时我可少写点。”我那上面没有伤及别人的一个字。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
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我有此把握就不去领
了。（《反右记幸》）

Page 3



《平生六记》

作者简介

曾彦修，四川宜宾人。
1919年生。1933年入本县叙州联中读书，1935年在重庆北碚兼善中学毕业。1936年在北碚中国西部科学
院地质研究所做初级练习生。1937年上半年在成都联中（石室中学）读书。1937年12月到延安，入陕
北公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后入马列学院学习、工作。1941年夏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
作。1943年3月调中央宣传部。1949年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1954
年3月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划“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
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申请退休。
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
、《天堂往事略》、《微觉此生未整人》、《京沪竹枝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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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汉奸”，其实是我们指定的两面村长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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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单位黑板报编辑谈话，引杜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是根本之根本。 132
（五）我之划右，恐怕与我彻底否定戴文葆是“特嫌”之事有关。 135
（六）“泉水”问题发生后，社内处于暴风雨前状态。我的组长未被撤，“右派”照反（动员），我
自写全社反右计划报告，自列本人于“右派”。田家英似乎对我提出过警告。 143
（七）突然一天早晨，全社一片火海，打倒大右派×××的标语字大如桌，气势比“文革”时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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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的祸。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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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一场“和平反右”。 159
（十）陆定一老人题于谦诗赐我，令我终生感奋。 163
（十一）又忽一日，大祸临头，形同千人公审。经我当场反驳，又从此一字不提。 166
附录
一个地下党员被人供出后有无不被捕的可能？ 173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急如星火 181
特载
吴江：一本有严肃意义的书 190

Page 5



《平生六记》

精彩短评

1、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说，连主持全国四清的人，也第一个就被清了。
2、没有看点更未见亮点。
3、八万字三十五元，真贵！内容平实，精神钦佩，“良心未泯”，问心无愧！
4、最平实的也是最真实的
5、140903买
6、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7、好看，平和，贴近人的真实感受
8、【在 @雨枫书馆 翻书457】“曾彦修这本书里专讲如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的故事”。书里提到很多
人物，有时并不点名，而只以“××”代之。看豆瓣本书页下的评论，何典的一篇值得推
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464184/
9、第160本。一个不愿整人的老头救人和被整的心路历程。看的挺愤懑的，整人还是要分派名额，果
然古已有之。
10、何等的勇气和善良
11、老干体回忆，有些重复絮叨，多处人名等信息缺失有些遗憾。对研究广东土改，出版系统反右有
一点点价值⋯⋯
12、没做亏心事，老来很从容，给历史留下一些记录。书的字号比较大，估计是考虑适合老年人看的
原因吧。
13、良心未泯，这也许是对一个人一生最高的评价了。整体很有意义。内容多有重复。
14、曾老已老到无所畏惧，乃有此书，如是者不在少数。六记为土改、三反、镇反、肃反、四清、反
右。后二事稍详，前者为记略，一带而过。自身澄静，不祸他人，尤以四清中力证30人、平反61叛徒
提供重要证据为一生可称道事，向老者致敬。
15、曾彦修（1919-2015）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起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曾任
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本书篇幅短小，庆幸在历次运动中未整人，在反右运动
中自己报为右派。周有光题字：良心未泯。六记是六个运动期间的一些回忆，分别是土改、打虎、镇
反、肃反、四清和反右，在他负责的调查中救出了很多人，难能可贵。

16、南方都市报年终文化副刊推荐，言过其实
17、为曾老伟大的人格魅力点赞！
18、一开始看只觉得滑稽滑稽，直到看到曾老说“生死已定，但我决定不自杀”，起敬。还有记得他
说，他为自己感到羞耻的瞬间。这本书太短，可以窥斑见豹地了解下坏制度是如何刺激人的恶。
19、不够深入，连别人的名字都不敢写出来。“体制内”的人写这类书有一个特点，就是浮光掠影，
过于偏重个人，隔靴搔痒
20、帮助三十个人摘掉了帽子。那帽子又是从何来呢。大环境如此，无怪乎这样已是不易。一个政府
挑动全民内斗，也是本事。
21、不能遗忘 更要铭记 也要反省
22、难得一见的坦诚真实、秉笔直书，绝对推荐。曾老去年去世了，真希望能读到他对八十年代的看
法，可是再也看不到了。在现在这个出版环境下出这样的书，真为三联捏把汗⋯⋯
23、周有光先生的题词是“良知未泯”——这就是最好的评价。文字平淡到极，不过荒谬时代又何必
趣味？重要的是紧抱不放的良心——那是一个人最要紧的风骨呵。
24、老干部
25、此书我曾放入购物车，还未来得及凑单购买，就被禁了。後来又解禁。买回来，原来他就是以前
读过很多杂文的那位“严秀”，此书之看点在于，不欺骗的行为有可能是很危险的，也可能是很自豪
的。
什么狗屎社会？
26、让人钦佩作者做人的原则。也让人替处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惋惜。可是，谁不会犯错呢？重要的是
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并努力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27、曾彦修 平生六记 三联2014。20150428-29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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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有点侦探小说的味道。哈哈、哈哈哈！
29、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往往要面对九个昧着良心的人以及九十个屈从形势的人。敢于逆风值得钦佩
，批判、反思制度不可偏废。
30、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在动荡的年代坚持“良心”，保持冷静的头脑太让人敬佩了。
31、史料。语句多有重复。
32、书值三星，五星打给曾彦修们。记得曾去世时，lys为首的zxb强调他不能开追悼会，直到今上亲自
给曾送了一个花圈，形势立马大变，各级人马纷纷前往慰问致哀⋯⋯
33、有些事情，没经历过，但可以感受；有些话，没说出口，但可以领会；有些人，没遇见过，但可
以想象。庆幸自己错过了那段非人的历史，即便它的毒性依然存在，但至少已经是稀释百倍了。
34、越是打成XX越想知道是谁
35、毕竟是年岁大了，一些事情絮絮叨叨翻来覆去
36、在这个火红的当口读这类书 以后如果再有什么运动 大概是可以被写个字报的 我对此书评价不高 
一是性价比问题 35块大洋 薄薄一本 却字大页边距大 二是写得如“材料” 可能也是作者在解放后各种
材料也多了的结果 有一篇索性就是写给胡耀邦的平反材料 三是有几个事情反复讲 有点祥林嫂的味道
了 四是 仍旧用了许多XX 隐去人名 既是事实 就要理直气壮 何必遮遮掩掩 当然作者还是理应受到尊敬
的 他的想法也是我万分赞同的 只是这书太不堪 印个小册子即可
37、老先生是有菩萨心肠的人
38、作者一生不曾整人，面对政治压力也能坚持用事实说话，乃至将自己被首先“划右”当做一件幸
事，这自然极让人钦佩。那些四清时期通过调查还人以清白的个案诚然为还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读之也不免感慨：如此多的人力物力精力财力都耗在了人整人人斗人上，而作者笔下全不见一丝对
此的反思和批判。书中提到相关事件的当事人也大多隐匿其名。这又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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