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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物底蕴丰厚；

钟天地之灵秀，孕山川之瑰奇，育人材之俊杰。名城为名人、名产增

辉，名人、名产为名城生色，构成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是丰富的

可开发的旅游资源。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二轮修志工作的部署，福州市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已经组织力量，编纂出版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志》、《福州市畲族志》等5部专志；近年，又集中精力，群策

群力，编纂了《冰心志》、《福州人名志》和《福州寿山石志》，并将

付梓发行。这3部专志以翔实的资料、丰满的内容和质朴的文字，图

文并茂地反映了福州的人文特色o《冰心志》通过特有的形式记述这位

“文坛祖母"的生平经历、文学成就，真诚、正直、谦逊的美德和她对

祖国、对人民真挚的爱；《福州人名志》第一次对福州古今的历史人

物，进行大量的收集，简要的记载，提供了客观的资料；《福州寿山石

志》对候选国石的深厚文化底蕴及其方方面面，予以详尽的辑录。这

些专志，融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于一炉，让我们得以从人文这个

高雅的视角观察福州、认识福州、评价福州。

认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在这伟大的新世纪之初，希望

我们每一个福州人，都以冰心老人伟大的爱，爱我中华，爱我福州，

把福州装点得象寿山石一样晶莹剔透、多彩多姿，为建设海峡西岸经

济区、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共同努力奋斗!

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练知轩

二oO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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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客观、真实地

反映一代文坛宗师的思想与业绩。为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建设服务。为青少年提供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

教材o

2、本志由综述、年谱、志、图、表和附录组成，志按冰心一生

生活与创作的轨迹以及有关研究分类记述。

3、本志记述上限追述到冰心曾祖父谢以达开始，冰心研究活动

记述的下限延至2004年6月o

4、政区、机构、职官均按当时习惯称谓o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史纪年用朝代年号标注公元纪年，

民国纪年在每章首次出现时标注公元纪年，余均不标注o 1949年10

月1日后均用公元纪年o

6、民国8年9月前，一般称冰心原名谢婉莹，之后则称冰心o

7、冰心师友的排列，除周恩来总理列于首位，其他师友均按出

生年月顺序排列o

8、本志资料由福建省冰心研究会和冰心文学馆提供，包括卓如

的《冰心传》、萧凤的《冰心传》、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冰心》

画册，王炳根的《永远的爱心·冰心》、《冰心与吴文藻》，九卷本

《冰心全集》和三卷本《冰心研究丛书》，各版本史实有柢误之处本



志均已作订正。除主要资料外，一般不标注出处。

9、本志还采用一些来自冰心后代的文集和口头资料，冰心家世

资料主要根据冰心亲人经历记述。



跋

和20世纪同龄的中国杰出文学大师谢冰心，以其丰富多彩、感

人至深的文学作品哺育、影响了几代人，跨入21世纪之后，仍在中

国以及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o 2003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决定编纂

《冰心志》。做为中国第一部为当代名人编纂的志书，其意义和影响，

是不言而喻的o

2003年上半年j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先后两次组织人员赴

位于长乐市的福建省冰心文学馆进行编写《冰心志》的可行性调查，

摸清资料情况，经反复论证之后，于7月下旬派出人员进驻冰心文学

馆九开始资料的搜集和编纂工作。

修志之难，无过于名人志，不仅是编辑人员遴选：还有征文考献

以及定稿成书，无不历尽艰辛。编纂过程，市方志委先后10余次会

同省方志委有关部门、冰心文学馆，并与冰心小女儿吴青共同研究编

写的内容和方法，化解疑难，取得共识。

冰心足迹遍及大半个世界，冰心的文学作品散见于海内外许多国

家和地区，几乎覆盖中国所有省份的报刊杂志，数量之多是罕见的。

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搜寻冰心遗作，真如大海捞针，难度极大，编辑

人员以临深履薄的心情广收博采，惟恐稍有不慎，则愧对冰心大师。

编写过程，适逢第二届冰心学术国际研讨会在长乐市召开，国内

外许多冰心研究专家、学者莅临参加，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遇，为



《冰心志》丰富和充实了许多珍贵资料o’

当年12月底，《冰心志》初稿编写完成。经过省、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以及冰心文学馆多回合的审查，听取各方意见，进行反复修

改，最后形成送审稿，由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交付出版。

《冰心志》的编纂，是我们进行名人专志编纂的尝试，也为福州

市名人志的编纂开了先河。它以丰富、翔实、全面、系统的资料，如

实记录冰心光辉的一生，展示了她作品和人格的精神力量。在关于冰

心的著作中自然有其特定的价值。

冰心离开我们了，但她的爱乡爱国精神，仍然被故乡人民所弘扬

和传承。她毕生高举并为之奋斗的爱的旗帜，仍然在她的故乡福州的

晴空飘扬，它将永远激励着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主动融入到海

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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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昌不J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久锁的大门，列强的鲸吞蚕食着

中国大好河山，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已是回天无术，正处于崩溃边缘。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10月5日，谢婉莹出生在福建省福州隆普营，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

军官家庭。谢之先祖几经辗转，迁移至长乐横岭乡肇基立业，直至婉莹曾祖父谢以达都是耕

耘于横岭陇亩的贫苦农民，生活极其拮据。清代中叶，横岭横遭天灾，生计无着的谢以达举

家逃难到福州，以不用花本钱的裁缝手艺开始艰难的谋生之路。一年春节前夕，以达上门讨

债，由于不识字，被人赖了工钱，几欲逼近绝境。愤恨之余，以达夫妇跪在地上对天发誓，

生了儿子一定要让他读书识字。

祖父谢銮恩是谢家第一个读书人，曾在福州光禄坊道南祠以授徒为业。父亲谢葆璋是一

名爱国海军军官，曾是中国最大巡洋舰——海圻号副舰长，舰长为萨镇冰。甲午海战时，谢

葆璋曾参与黄海大东沟的惨烈海战。全舰覆没之后，他却死里逃生。母亲杨福慈出身书香门

第，能诗善文，思想豁达，极易接受新事物。由于父亲职务变动，婉莹出生仅7个月就随母

亲、祖父移居上海。4岁时，又偕父亲迁往山东烟台，栖居芝罘东山海边的山坡上。每天面

对葱郁的青山、蔚蓝的大海，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婉莹兴奋无比。她常穿着小军服跟

随父亲学打枪、骑马、划船。夏日的黄昏则和父亲在海边散步。父亲对她讲海战故事，讲烟

台之外，其他港口都被外国人占领，中国人到了外国都抬不起头的耻辱，父亲的教诲在她幼

小的心田播下爱国种籽。她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渴望收回失地，收复被外

国人占领的美丽海湾。她是在大自然怀抱和父母的慈爱之中长大的。她同时还享有丰厚的手

足之情，与3个弟弟情感深厚如一人，外人常将他们比喻成3颗明亮的星星。将母亲比喻成

静美的月亮，将父亲比喻成清晨刚出雍容灿烂的太阳。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陶冶着

她幼小的心灵。使她从小就能静静的思索、探究。

婉莹自幼聪明好学，6、7岁进入家塾当附读生，并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串

成300余个故事，讲给弟妹们听。11岁，她看完了全部的“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

《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民国元年

(1912年)秋，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取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民国2年，在北京考人贝满中

学，在此完成中学的4年课程。教会学校对她灌输“爱一切人”、“勿以恶抗暴”的教义，

深刻地影响着她的思想。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深深激荡着年轻婉莹的心灵。正

在协和女子大学读书的她毅然加入群众运动的行列，和女学界的学生们一道到街头宣传鼓动

市民罢课罢市，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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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打倒孔家店”、“坚持白话文”、“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应运而生。许多进步文学团体

和报刊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婉莹无法抑遏迸涌的爱国激情，终于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

奋然拿起笔，用白话文体写出第一篇反帝反封建小说《两个家庭》，第一次署上冰心笔名。

从此，冰心的名字就活跃在中国文坛。小说在她表哥刘放园编辑的《晨报》连载5天。冰

心异常兴奋，涌动着澎湃的创作激情。正在全国兴起的反帝反封建浪潮，开拓了她的视野，

给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她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便伏案挥毫，于是，《斯

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去国》等连篇佳作相继问世，给她带来很大声誉。由于

参加宣传活动，贴近群众，接触到许多诸如妇女解放、人才流失等许多社会问题，她用敏锐

的目光捕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后通过小说淋漓尽致地挥洒，她的小说被称之为“问题

小说”，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和反响。但冰心在“问题小说”中只提出问题，却未能找到解决

问题的途径，眼睁睁的让小说主人公憔悴，而走不出不可逆转的金丝笼。

“五四”时代玉成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冰心一生的道路，玉成她创作的丰收，而温暖和谐

的家庭却是她获得成就的至为重要契机。她在执着创作的同时，还积极热情地协助学校编辑

《燕大季刊》，参加义演和为北方5省灾民募捐，广阔的社会舞台，使她作品中增添了新的

内容，她在作品中能反映农民的贫困生活，对农民疾苦深切同情，对军阀混战充满无比愤

恨。但是，随着“五四”高潮的过去，冰心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她的思想一度陷入矛盾，

被选入学生课本的小说《超人》表现了这个时期的矛盾思想。

这期间，冰心读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受到新的启迪，并学习仿效其诗作形

式，三言两语很随意的将瞬间的所思所想所闻所见零碎的记录下来，日积月累，于是形成

164首的《繁星》、182首的《春水》，在《晨报副镌》断断续续刊登半年，开创了清澈淡远

的一代诗风，一时间“繁星体”的小诗极为风行，形成一条如春水般涓涓流逝的“小诗流

行的时代”。尽管她自己都不认为那是诗，而青年人却竞相学习，蔚然成风。民国10年6

月，冰心到西山参加夏令营活动，大胆地分行写下《病的诗人》、《诗的女神》等诗作，使

她的诗风有所转变。在激烈动荡的时代，冰心的小诗受到很高的评价和赞誉。沈从文称：从

此“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了”。茅盾却说：“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

品中，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属于自己。”

“五四”落潮时期，冰心很想用爱去治疗社会的痼疾，唤醒青年的活力。民国12年后

留美的3年中，在异国他乡飘泊孤零，她为母亲放歌，赞美自然、珍爱童心，写成一篇篇

《寄小读者》的佳作，由此在她笔下形成母爱、自然、童心的“爱的哲学”的三足之鼎。这

是冰心创作最主要的时期，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大多产生在前期。

民国19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高涨，对

冰心有着重要影响，创作题材有新的转机，这时期小说《分》、《冬儿姑娘》，散文《新年试

笔》等，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刚鼓荡的希望之帆面临破灭，使冰心急切企

求社会的变革。然而，变革之梦尚未实现，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便伸进了她日夜思念的北平。

目睹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她无法忍受“亡国”的切肤之痛，无可奈何地在抗战烽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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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下老父和大弟，挥别被13本侵略军蹂躏的北平，在云南、四川开始新的生涯，与全民族共

同经历战争带来的苦难和艰辛。这时期冰心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

会，和许多文化人一道投入抗战洪流。

抗战胜利后的民国35年11月，冰心丈夫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

作为随团眷属赴Et本旅居。在此期间，被日本文化界推向中国文学代言人的讲坛。当时中国

时局急剧变化，内战风云激荡，尤其是友人闻一多的死亡，给旅居Et本的冰心预示着一种尴

尬和前景的不可预料。在这急剧变化的时刻，她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忧虑重重，心里蒙

上忧郁的时代的暗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使远在异国他乡的冰心心里无比的喜悦，冰心和丈夫吴文

藻一道，几经辗转，避开特务的盯梢跟踪，毅然投奔祖国的怀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招

待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尊敬。从此，她选定自己的工作就是：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

冰心回国之后，写出的第一篇文章《归来之后》，无论语言和气质，与过去比，都焕然

一新，表露出一个作家思想的飞跃。平静而有序的新生活，给她莫大的欣慰。她的“爱”

的真情很快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环境接轨。这期间写下的《陶奇的暑期日记》和《小橘

灯》就是她生活经历真实的写照。

从参加1954年9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始，直至生命晚

年，冰心都被选为人民代表，与国家领导人共襄国是，以代表身份选举国家领导入，和代表

们一道，先后到福建、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上海、天津等

省市参观访问。到京都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采访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深入街道走访居

民，大力倡导儿童、妇女、教育事业。在此期间，为维护、促进世界和平，增强各国人民的

友好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密切国际文化交流，冰心曾10多次作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国人民、中国作家的代表，先后出席亚洲国家会议、世界母亲大会、禁止原子弹

和氢弹大会、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亚非作家大会等。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为构筑国际友

谊桥梁，她5次访问日本、2次出访印度，2次前往埃及，还到过英国、意大利、苏联、法

国、瑞士、缅甸等许多国家。每到一处，除参观工厂、农村和文化古迹外，还广泛接触东道

国人民，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这一切都为她的

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回国10多年，冰心相继辑集出版的新作有《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

赞》、《小橘灯》、《拾穗小札》等，此外，还先后出版《泰戈尔诗选》、《马亨德拉诗选》、

《印度童话集》等多种译著。她的作品则由外国学者译成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

利、捷克、罗马尼亚、苏联、黎巴嫩、马来西亚等多国文字出版，备受众多读者的青睐和喜

爱。

“五四”时期，冰心用爱来解答人生本质的创作动机，在评论界也是风起云涌，但却对

冰心的“爱的哲学”有着初步肯定。20世纪30年代，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大力倡导

无产阶级文学，茅盾的《冰心论》在肯定冰心关注社会现状、安慰人生的同时，更着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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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爱的哲学”对改造黑暗社会的软弱无力。这个中肯客观的评价，是茅盾对冰心思想研

究的独创贡献。而一些批评者却从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不公正地将“爱的哲学”斥责

为悖逆时代精神，予以全盘否定，并成为冰心研究的主旋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

“左”的思潮没有收敛。随着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以及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对冰

心的“爱的哲学”是一个极大冲击。当时全国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竭力提倡世界上没

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无论爱与恨都包容着阶级性，因而冰心为之追求的

“爱的哲学”面临阶级斗争的严峻挑战。“爱的哲学”的宝塔，在阶级斗争风浪中彻底坍塌。

而冰心也在这股恶风骤雨之中受到巨大冲击和不应有的惩罚。在此期间冰心与吴文藻教授一

起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在艰难的逆境中，冰心没有倒下，而是抱着坚定的

信念，相信中共和组织一定能澄清是非。她坦然豁达，相信春天永远属于人民，因而度过了

国家和个人生活中最为严重的浩劫。

四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

革命”。经历最后一场转变的冰心，以无比喜悦激奋之情迎来了春天。从此，直至生命停止

呼吸，都获得崇高荣誉：先后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出任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中

华文学基金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等。在各种会议上和报刊发表文章，倡导教育改

革、儿童、妇女工作，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得到有关部门重视，收到良好效果。

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1980年80岁高龄的冰心与巴金一道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

本。疾病康复之后豪迈地提出：“生命从80岁开始”。由于国家政治生活和个人境况的改

变，饱经沧桑的冰心以前所未有的激情介入到国家事务之中，而且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奋笔不辍，实现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她晚年的创作数量多、题材广、构思

精致、技巧圆熟。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她创作的250篇各类散文，伸进逝

去的历史深处，抒发独特的见解，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性，被称之为“醒世文章”。她

晚年的散文鲜明地贯穿着爱与真的两条主线，而最突出的是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创作上强

调真诚。她认为，真挚是一切创作的源泉和力量。她要求写真话，追求写真话。倡导坦直无

私的真诚。她的文章里激荡着一股浩然正气，一股为改革开放时代亿万人民迫切需要的浩然

正气。巴金称她是“一盏不灭的灯”。赵朴初说：“她的作品犹如冬天的太阳”。张锲说：

“在中国，冰心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世界，冰心是个被人争相传颂的名字。冰心属于中

国，属于全人类”。

这时期的冰心研究也从冷寂、沉静了较长一段时间之后，逐渐克服长期积存的“左”

的倾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势，涌现出250多篇研究文章和一批研究著作，从不同视

角，以不同方式深人发展，形成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研究，将冰心研究引向更加丰富和深

刻的内涵。

伴着冰心晚年生活的是赏花、玩猫。她有一只可爱的猫，叫“咪咪”，是家里一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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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咪咪和老人非常亲热，经常凑到老人身边寻求爱抚。每天早上老人一醒，它就从窗台跳

到老人跟前要吃的，给它吃过之后，就乖巧地听从指点，或提醒她休息。冰心逝世之前，她

平日最喜爱的咪咪在屋里狂躁不安、来回惊叫奔走。与她相处15年之久的咪咪有预感似的。

她曾为爱猫的走失大哭，也曾为寻找失去的猫到处张贴“寻猫启事”，成为文坛佳话。

冰心家里有养花传统。敬仰她的人来看她都喜欢带上一盆花。晚年她特别钟情玫瑰。送

别冰心时，就以玫瑰为她送别。2000年9月28日，一种法国玫瑰新品种在首届中国昆明国

际花卉节花卉展开幕式上被正式命名为“冰心玫瑰”，这是欧洲玫瑰家族第一次用中国人的

名字来命名的玫瑰。

20世纪杰出的文学大师、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的社会活

动家、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冰心，整整走过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1999年2月28日，

停止了心脏的跳动。在她饱经沧桑的生涯中，和中华民族一道，在战乱中颠簸，在战乱中受

难，却始终以真挚之情，在风雨飘摇中，高擎着几近熄灭的爱的灯火，沉默而执着地向着那

块神圣的阵地，经历千回百转之后，又停泊在爱的港湾，永恒地高扬着那面旗帜。直至80

高龄依然淡泊名利、淡泊物质、淡泊竞争，“百年心事旧平淡”，仍然不失“五四”时期的

风范，矢志不渝地抱着改变社会的信念，焕发新的创作激情，达到精神和艺术境界的新成

就，透彻着人格魅力的升华。而且越是晚年，越是顺应自然规律，毫不畏怯，紧贴着人民大

众，就因为她深深挚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党，表达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因

而造就了晚年人格和文章的光辉。

一代宗师的冰心，她的作品哺育、影响着几代人，直至跨入21世纪之后，仍在华夏国

土产生深远的影响。她的作品始终教导着人们爱祖国、爱人民。而她的后辈正用实际行动，

去实践她的教导，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而不懈努力。

冰心长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亲密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诤友，她恪守和执

政党“长期共存”的权利，而且毕尽“互相监督”的义务。在她8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

始终关注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终生与“童心”结下不解之缘，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讲真

话、写真情。她把毕生的精力、所有的稿酬、连同遗体，总之把一切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

给人民，因而越发受到人民的敬重与怀念。她不仅是中华民族，乃至是全人类的骄傲。她为

中华文化，她为世界文化建起一座光照千秋的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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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年谱

清 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lO月5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冰心生于福建省福州府城隆普营。祖籍福建长

乐横岭乡。
。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随家移居上海，住昌寿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父亲改任烟台海军练营营长，筹建烟台海军学校，随家迁居山东烟台。

开始跟母亲认字片，学写墙上的对联。

光绪三+年(1904年)

迁至烟台东山北坡上一所海军医院寄居，廊上东望就可看到大海，从此大海在感情深处

占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

舅舅杨子敬举家从福建福州迁到烟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迁居烟台东山东边海军练营旁边离海极近的房屋。

开始在家塾附学。放学后跟着父亲学打枪、骑马、划船。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8月12日，大弟谢为涵出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开始偷偷地写小说，初写《落草山英雄传》，至第三回，又写《落草斋志异》，因重复

过多而停笔。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9月5日。二弟谢为杰出生。

宣统元年(1909年)

由表舅王每逢任家塾教师，冰心除读国文教科书外，又添《论语》、《左传》、《唐诗》，

以及新旧散文如《班昭女诫》、《钦冰室自由书》等，并学对对子，看诗韵，课外习作七绝。

父亲和朋友开诗社时也跟着旁听。

宣统二年(1910年)

10月，三弟谢为楫出生。
’

宣统三年(1911年)

秋，父亲离任，随全家迂回福州。先乘轮船从烟台到上海，住在虹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