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点四季文存

陈道馥  著

文前001-014，p001-068-WYF-D4A1c4G1R5.indd   1 2013.5.8   5:53:54 PM



· 3 ·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点点四季文存 / 陈道馥著. -- 北京 : 经济日报出
版社, 2013.2
    ISBN 978-7-80257-500-4

    Ⅰ. ①点… Ⅱ. ①陈… Ⅲ.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
当代 Ⅳ.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1445号

点点四季文存

作    者 陈道馥

责任编辑 刘雅溪  李 进

责任校对 陈礼滟

版式设计 林晓霞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65号(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63513524（编辑部）63588445（发行部）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 - mail edpbook@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7-500-4

定    价 6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文前001-014，p001-068-WYF-D4A1c4G1R5.indd   2 2013.5.8   5:53:54 PM



· 3 ·

陈从周同志诗书

文前001-014，p001-068-WYF-D4A1c4G1R5.indd   3 2013.5.8   5:54:02 P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4 · · 5 ·

范敬宜同志诗书

文前001-014，p001-068-WYF-D4A1c4G1R5.indd   4 2013.5.8   5:54:09 PM



· 4 · · 5 ·

范
敬
宜
同
志
书
《
岳
阳
楼
记
》

文前001-014，p001-068-WYF-D4A1c4G1R5.indd   5 2013.5.8   5:54:38 PM



· 6 · · 7 ·

序

陈从周作

文前001-014，p001-068-WYF-D4A1c4G1R5.indd   6 2013.5.8   5:54:49 PM



· 6 · · 7 ·

序

戊子殿秋，道馥同志来访，送来稿本一册，邀我作序。

作为报业同行，及至朋友，更有同事经济日报八载，与道馥同志相识二十余

年矣。期间，每每见到她的文章：新闻通讯，人物专访，理论探索；间或，采访

随笔，读书札记，长调词赋，或雄劲典博，或简洁清淡，或恬雅空灵。业界后生

若此，深感欣慰。便曾诺言，他日成集，愿为之作序。

现下，便有《点点四季文存》，余陶陶然矣。

窃以为，道馥拣选平生文章，取名“点点”，是为集中所引采南老人诗句

“乱衔花片”细小零散之自谦；又名“四季”，不乏检点平生之意。或有虞子山

“点点远空排”之喟叹，或有杜樊川“点点回塘雨”之感怀，但绝无刘长卿“点

点留残痕”之伤感。道馥小我近二十岁，二十多年的交谊，每每见到，总是鸿鹄

之志，激情若兰，惟志惟勤，似不应该有“点点”两字。如此飞鸿踏雪泥。沧桑

世事，很是令人感喟。

道馥同志于改革开放之初便投身新闻事业。

先是，于百废待兴之日，参与了叶至善、彭子纲两位先生创办的《旅行家》

杂志的复刊工作；继而，又在筚路蓝缕之时，在袁宝华同志指导下创办了《中国

企业家》杂志；随后，又因应经济时政需要，在经济日报经济研究中心工作期

间，与同事们一起创办了《经济月刊》杂志。

诚然，这些工作都是众人比肩而为。但是，道馥同志始终笔耕不辍。《旅行

家》期间，她讴歌祖国的秀美风光，尽显深情一片；主编《中国企业家》时，又

不遗余力，为中国的企业家这一新兴阶层的崛起而鼓与呼；身为《经济月刊》领

导之一，又为杂志特约评论员，每每有见解独到、犀利之时政评论文章。

文存所选，刊发之时，我便也曾细细读过。合为一集，更多感慨。

我一直以为，作为一个记者，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素质，那就是热爱新闻

事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保有良好的工作作风。所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就是要了解大局，要实事求是，要贴近基层生活。因为，离基层越近，离真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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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近。至于良好的工作作风，就是要能吃苦，不畏风险，不慕浮华。当然，一

个优秀的记者，还要有悟性。

道馥同志就是这样一位热爱生活并且始终能够贴近生活、豪情满怀的优秀记

者。文存中所收录的以《摘棉摘出“周口模式”》开篇的一组报道、调研报告和

随笔，如果和当时的经济现状联系起来看，不能不说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一组好

文章。当然，这也是经济日报的惯例，是经济日报的魄力。但还是不能不说，这

正是一位优秀的记者的敬业精神使然。道馥同志为了这一系列文章，曾经连续在

河南农村实地调研、在新疆广袤的棉田里和拾花工一起采棉达一月之久，也为此

而获得了兵团干部职工和河南农村大嫂、村镇干部们的喜爱、信任，并且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还有，“中国企业家时期”的四十余篇文章，虽然文体各异，题材不一，但

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富有朗朗的时代激情，洋溢着理想。

而“经济月刊”时期的三十余篇评论，则显示了道馥同志的成熟和理论学养

的深厚。有些文章，譬如《坎昆革命》中所引马克思名言“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

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所言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一种自觉的、形成

共识的意识和集体行动”，无论当时，抑或现在，也都不无启迪。

虽然沉疴在身，虽然是旧文重读，我还是为《点点四季文存》而吸引。我以

为，点点文字之中，显现的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四季风雨。个中，既有理论的探

索，也有时政的评析；既有历史的反思，不乏现实的思索。畅足文字中，不乏谨

严；质朴思考中，多有崇意。从这一个人的角度，记录了一个壮美的时代。

能与一个伟大时代比肩而行，就此而言，道馥同志是有幸的。但这有幸，是

基于她对祖国的深情，基于她对事业的执著。

早知道馥同志为徐世昌后人，也曾勉励她做些家史一类文章，于个人而言是

追怀，于大的历史，也不无补益。读案头这稿本，便知她始终忙于职业。卷中辑

录“采南老人诗稿”，想来是她的寄意。

而更令我欣幸者，是书中所收录陈从周先生“赠道馥宗妹”书画各一。梓翁

先生是我恩师，六十年前我读书期间，曾受业于先生。闲暇时光，先生好昆曲，

雅兴沛然。依稀记得，先生最喜吟唱者，当为西厢中长亭送别一折，其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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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端正好”，起句便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

醉？总是离人泪。”那时，我正血气方刚，急于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大潮之中。

但家学使然，兴致依然，便也从师先生学唱一二。先生知我是范仲淹后人，更是

专为我讲授这戏文与文正公《苏幕遮·怀旧》一阕之渊源、承继，讲授“黄花”

何以成“黄叶”，讲其间之意蕴。及至大学毕业赴东北工作后，每每忆及先生吟

咏“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忆及吟诵“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

好梦留人睡”时的情景，便有客居他乡的愁思之魂。数十年来，也曾与先生晤

面，品书、品画、品茶，依然获益匪浅。

又是“秋色连波”时，从周先生已然去世经年，读到《点点四季文存》中题

赠道馥同志“莫凭世上说纷纭”一语，真是感慨不已。

是为序。

                                                           范敬宜

                                                         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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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如花

丁亥年初夏，入梅时节，我公干苏南，顺便在长兄那里小住几日，见到了《采

南老人诗稿》抄本，准确地说，应该是清抄本。虽为抄本，但版口、边阑甚是规

矩。尤其是，空灵而快利的一笔楷书，闳中肆外，雅致得很。

采南老人是我的长辈。确切说，我应该称她为太姥姥。她是民国初年总统徐

世昌的四弟妹，堂弟徐世纲的妻子，而徐世纲则是我奶奶徐绪芹的亲生父亲，我的

曾外祖父。我奶奶后来过继给了徐世昌作女儿。采南老人才华满溢，《采南老人诗

稿》是我的爷爷陈毓焘抄写并装订成册的。

不无遗憾的是，及至成年后的近二十余年，父辈尚然在世时，我也从未曾动过

一丝念头，去了解一下祖辈，他们的生活，遑论他们的感情。并且，长辈们也从未

曾给我们细细道来。叔父依然健在，于此也很寡言。唯一的一次，还是早年间，我

的少年时代，在北海公园，双桨荡过之后，家父携我漫步琼岛时，淡淡地告诉我，

现今中山公园内“来今雨轩”四个字，怕是公众场合里徐世昌仅存的墨迹。而已而

已，再无它言。依稀中，他们都是一种苦涩，不乏淡然。

所以，我不知道太姥姥的姓名。怕是永远也不知道了。但毕竟她是我所知晓得

家中较久远的长辈了。这或许是一个遗憾。倘或可以称之为憾事吧。这些，除却家

人，只有一二可以托孤的好友知道，当然，更有离我而去，令我感怀不已的亲人。

这是时代的必然。

如是，当我也进入耳顺之年时，读到采南老人“己未五月三日梦中作，世事如

花似水流，繁华过眼几经秋。英雄不尽兴亡感，老去人间叹白头”时，我有理解，

却绝无伤感，而是感怀。那是一个离我多么遥远的情景啊！

不由检点自己，检点平生事。一如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平平淡淡中的悲欢离

合，没有少年得志，没有大器晚成。游走于精神贵族抑或物质平民之间，只是做了

六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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