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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

内容概要

在给宋振庭的信里，夏衍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我们这一辈人生活在一
个大转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来的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
洗刷的斑痕。”夏衍的书信，正是反映这个大转折时代的第一手资料。
夏衍的一生，经历了赴日留学，经历了新文学运动，经历了新中国的建立，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
放，可说是曲折的一生。夏衍的书信除写给家人之外，更涉及邓小平、周扬、潘汉年、钱歌川、黄苗
子、李子云、王元化、陈白尘、于伶、洪深、萧乾、陈子善等等，是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和社会变化
的重要资料。本次出版在《夏衍全集》书信卷的基础上又增补了新发现的夏衍佚简若干，可为研究者
提供新的研究材料。
☆ 反映夏衍从事文学创作、文化工作的一手资料
夏衍是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
同时在外交、统战、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
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也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夏衍的书信是了解夏衍一生的创作、
工作、交游、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 在95年的人生路上，夏衍对自己、对家人、对时代和国家的感想和反省
夏衍活了95岁，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自身也经历了文革的打击，落下残疾。在给亲人、朋
友、老部下的书信中，处处可见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反省，对家人、朋友的关爱、挂念，对整个时
代的思考、反省，是20世纪新中国文化建设者的自我总结，从中也可见老一辈作家、文化工作者的朴
实、平和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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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

作者简介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
家，翻译家。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留学，归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革命文化翻译工作，曾参与筹建“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主编《救亡日报》、《华
商报》、《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抗战胜利后赴新加坡接触东南亚文化界人士，1949年后历任华东
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任司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文革”期间受尽折磨，1977
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历任政协常委、文化部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
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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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我们的爸爸夏衍（代序）
1931年（1封）
1939年（1封）
1940年（1封）
1941年（1封）
1947年（1封）
1948年（1封）
1951年（3封）
1952年（2封）
1953年（1封）
1954年（2封）
1955年（1封）
1956年（2封）
1959年（1封）
1962年（3封）
1963年（1封）
1964年（1封）
1975年（9封）
1976年（8封）
1977年（14封）
1978年（13封）
1979年（10封）
1980年（6封）
1981年（13封）
1982年（24封）
1983年（21封）
1984年（24封）
1985年（9封）
1986年（18封）
1987年（28封）
1988年（14封）
1989年（26封）
1990年（16封）
1991年（10封）
1992年（2封）
未署年（57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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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

精彩短评

1、抬头透露了夏衍的朋友圈。这套书用的纸不太行，暗沉、泛黄，质量有点差。
2、选的很琐碎，没说什么重要的事，不过70年代末80年代有几封信还是很有信息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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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