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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２０１１年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
年的５月１８日是母亲的８０华诞，１１月１４日是父亲２０周年忌日。

一年以前，母亲曾对我们谈起一个心愿，就是打算在她 ８０
岁生日的时候，将她与父亲一生公开发表的主要论文及文章结集

出版，我们听后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致表示大力

支持，促成此事。

母亲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近４０个年头，她对教育事业
的热爱、强烈的责任心、严谨的教学态度和高超的教学艺术，深

受学生和同行的好评。她虽然退休多年，但直至目前尚退而不

休，仍时常从事一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她多年来结合教学在国

内学术刊物、论文集和报刊上发表论文、短评及文章 ８０余篇，
其论著字字句句凝聚着她的教学心得和体会，表达着她的见解与

思考。

父亲生前博学多才，初中时就已经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文

章，调入云南大学工作后从事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和西方文论的

教学与科研。除却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书籍以外，他一生公开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文字不时见诸 《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

究》等国内权威期刊。他的研究成果虽然问世于多年以前，但具

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父母一生饱经沧桑，备尝艰辛，但能平心静气，从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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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迎来光明。他们的论文合集 《两心集》，既是两人一

生工作心血的结晶，又是两人忠贞爱情的见证，也为儿孙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木霁弘教授对此书的出版给予

了大力支持，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令飞　杨晓翔　杨红翥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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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日是我８０岁生日，１１月１４日是杨振铎去世
２０周年之日。出版这个集子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
份，同时也给儿孙后代和至亲好友留个念想。

之所以取名为 “两心集”，有两重含义：一是表示集子里的

文章都是我俩心血的结晶；二是蕴涵我俩 “心心相印”、“生死相

依”的情意。

集子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俩的家世和四十年来共同生活的概貌。

第二部分，我俩的简介和发表的文章。

最后是附录，他人对我俩的评论和对振铎的怀念文章。

这本集子的内容是真实的，情感是真挚的，态度是真诚的，

希望能获得真切的了解与共鸣。

杨一兵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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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我俩的家世

我们两家都姓杨，五百年前是一家。同姓联姻，纯属巧合。

但因一兵的父母没有儿子，仅有两个女儿。大女婿振铎姓杨，孙

子自然也姓杨，可续一兵家的香烟，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杨一兵 （原名杨玉宾）的父亲杨哲夫 （１９０９年６—１９６９年３
月），思茅 （今普洱）人，高级工程师。１９３４年７月山东大学物
理系毕业。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曾在云南大学、昆明工校任教。
１９４１年任云南电话局工程师。１９４２年奉调到昭通专区架设电话
网。当时日本飞机滥炸昆明，我们全家也随同到昭通疏散。后来

失业又到腾冲、昆明铁路局谋事。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云南解放后，进
“革大”学习，期满分配到云南省设计院工作。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升
任主任工程师。“文革”中被罗织罪名当街示众，轮番批斗，不

堪其苦，１９６９年３月１日在批斗现场大呼 “士可杀而不可辱”，

愤而跳楼自尽，享年６０岁。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
政策，平反昭雪，按因公死亡处理，遗孀终生抚恤。

母亲万家贞 （１９１１年９月—２００６年１月），玉溪澄江人，中
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新联成员。１９３３年７月于东陆大学 （云南大

学前身）经济系毕业。曾任昆华女中教师、昆华医院、旧财政厅

会计。１９５８年７月因身体不好，没有服从组织分配下放劳动，自
动退职。以后长期在昆明市武成路下段居委会任委员，仅有点生

活补贴。１９６９年我父亲去世后，由我和妹妹杨玉朋 （杭州水电研

究所教授级高工）赡养，一直在家赋闲养老。２００２年５月因骨质
疏松，腰椎骨折，住进昆明市虹山医院医治，长期卧床住院，于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日去世，享年９６岁。
杨振铎的父亲杨治平，昆明人，生前为个旧锡业公司商业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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