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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力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英国莱斯特
大学传播学博士。 曾任 Financial Times
副主编、FT 中文网总编辑、FT 驻华记者、
英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 并获亚洲新闻
奖等国际奖项。 著有《世纪末的流浪》（合
著）、《黑白灰》、《历史的底稿》、《中国领
导力》（合编）、《牛津笔记》等。

重构个人记忆
张力奋

《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
金国藩 口述
张力奋 著
新星出版社

为金国藩先生写“自述”，断断续续，原计
划两年完成，最后花了三年多时间。从他八十
七岁，做到九十出头。让他等了。

金先生是知名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光学工程教授，是中国计算全息技术
和二元光学的开拓者。而外界所知甚少的是
他漫长的生命记忆、见证的时代。

“自述”的最后修改，是今年一、二月间，
在美国休斯敦。不料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每天
睁眼，手机微信里多是不好的消息，使人坐立
不宁，唯叹地球之微，生命之脆弱。以举国之
力，所幸中国疫情缓解。但又在欧美亚数十国
蔓延，病亡惨重，客居中的美国成为疫情震中。

我与金国藩先生相识，缘于友人、金先生
次子金纪湘。作为 FT记者常驻北京时，我多

次听闻他家三代人与清华的缘分，心生好奇。
1909年，纪湘的祖父金涛先生，考取首届

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同行者有梅贻琦、
王士杰等。他在康奈尔读土木工程，同学中有
读农学的胡适。因读得痛苦，胡适常打牌消磨
时间。他在日记中记载，一中国学长力劝自己
少打牌，就是金涛，时任康奈尔中国同学会会
长。回国后，他长期任铁路工程师，后在北大、
清华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清华大
学图书馆馆长。父亲金国藩，清华大学光学工
程教授，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姑姑金国芬，清
华自动化系教授。纪湘是第三代，也毕业于清
华，主修计算机。三代人中，有十多位清华人。

2016年年初，我回母校上海复旦任教。我
随口问纪湘，可否请父亲做个口述史。对此我
并不抱期望。过去多年，我至少动员过十多位
老人，鼓动他们写自传或口述，但都碰了壁。其
中就有我的导师和前辈。他们带着独有的记忆
离世。每走一位，历史的网就多一个窟窿。没多
久，纪湘转告，老爸听了我的想法，愿意试试。
这让我意外惊喜。第一次见面，是 2016 年 3
月 15 日，我去北京蓝旗营小区金先生家拜
访。最后一次访谈，是 2019年 12月 27日，还
是在他家。

据我记录，面对面访谈共十五次，平均每
次三小时，总长超过四十五小时。若加上电话、
微信或电邮沟通，访谈超过五十小时。访谈多
半在他北京家中。我也借去北京开会、出差之
便，挤时间谈一次。怕金先生着急，也专程飞过
北京。金先生好客，好几回访谈从家里聊到外
边的餐馆。为不让我京沪两地奔波，他两次到
上海女儿家小住，以方便我采访。我通常下午
两点半到，不影响他午睡。

正式采访前，我就金先生的履历做了些功
课，对重要的时间节点，列了一百多个记忆块，
像一棵记忆树，挂满了待采摘的果实。比如，他
少年时代在北平的日常起居，就有近十个记忆
块。每次访谈前，金先生会先做些功课。

口述历史的传主，多半年迈。记忆已遥远，
细节茫然。金先生很耐心，对我各种角度的盘
问，从没表露出不耐烦。他的合作和放松，给了
我更多信心与勇气。作为科学家，他的答问多
半简约，有时短短几字，不及冰山一角。我不得
不查阅更多资料，助他挖掘更深的记忆和细
节。他不热衷政治，骨子里有逍遥之气。

我与金先生事先约定，这份自述可能公开
出版。他同意。我很怕“出版”两字会影响访谈
的开放与坦诚。如果不时闪出读者的窥视，采

访很容易无意识间背上一个牢笼。作为访谈
者，我只希望在背景里。这是金先生的人生。

每次访谈都会整理成文字实录。从实录
看，三个小时的访谈，长达一万多字，时常涵盖
近百个问题。访谈的另一个陷阱是，混乱的时
空勾连。历史从不是线性的，逻辑也从不干净。
金先生常常不经意话题一转，轻松跳越二十
年，比如从解放初一跃进入“文革”。我会聆
听，而后把他悄悄拉回到约定的计划。有时金
先生跟我搞拉锯战，多个回合我才成功。拉他
回来，是因为他还没交那堂课的作业。

身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国家科学基
金委副主任，金先生在中国科学界，特别是光
学界，为同行熟知。专业领域外，公众对他是
陌生的，媒体报道也有限。遗憾的是，近年来
中国社会对科学家的关注度越来越弱，媒体对
科学报道无太强兴趣，科学传播与启蒙更是滞
后。1915年，赵元任、杨铨等中国学人创办民
间团体 “中国科学社”，“以共图中国科学之
发达”，长达近半世纪，对启迪民智、启蒙科
学、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学素养影响极大。
金涛先生当年也是学社一员。

需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口述史，
我并没将主脉放在金先生的专业研究，更着重
他个体的经历与见证。科技研究，只是他生命
体验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金先生每天
记录“流水账”。他夫人段老师告诉我，老金日
记是纯粹流水账，只记事，无任何情绪、好恶的
流露。我建议金先生自选若干，作为“自述”的
补白，对中国光学研究也有史料价值。另一个
发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给次子纪湘的数
十封家信。二十岁出头的年轻读者，作为互联
网的原住民、微信一族，很少见识过书信或手
稿，或从家书中感受“古老”的书写传统与温
情。还有辗转觅得的老相片。

我涉足口述历史尚早。1985 年，毕业留
校，曾与低我一届的复旦中文系同学高晓岩搭
档，做过中国大学生百人自述。晓岩毕业后，
分配到北京。我们京沪为界，完成近四十个访
谈。部分作品发表在 《报告文学》、《中国文
学》(日文版)、《开拓》等杂志，后结集《世纪
末的流浪》，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事过三十多
年，萌生一念，很想找回当年的他们，如牟森、
叶铮、傅亮等同辈人，再做一轮，将两个时代合
为一集，应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学文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BBC 制作 《百年沧
桑话中国》广播纪录片，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
学口述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特别是民国人物

自述录音，包括李宗仁、胡适、陈立夫等人。这
是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功德。德刚先生做
东，请我在唐人街上海餐厅进餐。他告诉我，所
幸留下了这些口述，可惜太少。

那次还采访了曾与宋庆龄共事的鲁潼平
(民国政要鲁涤平之弟)、张学良秘书和东北大
学前校长宁恩承。另有一位年近九十的旅美
侨领，可惜名字已忘，四个月后，他儿子写信，
告知他父亲已去世。他说，我的访谈是他父亲
生前的最后口述，想要一段录音放在追思会
上。

十多年前，我父亲去伦敦小住，我提出做
他的口述史。他很犹豫，觉得自己太普通，无记
录价值，不想做。我说，每个普通人的历史都有
价值，记录了，他就存在。他不想让我扫兴，同
意了。晚餐散步后，我们约定聊一个小时，从幼
年一直聊到晚年，有录音记录，持续了一个月。
可惜几次搬家，磁带已不知藏身何处。老爸已
八十八，趁他记忆、体力还好，想尽快补做，留
作家史。

三年下来，与金先生缘分，都在这本薄薄
自述里。我问他，这个自述读起来，像不像你。
他说像的。这让我快慰。口述史访谈，有其残酷
的一面。访者不得不撬开传主不愿回望的痛苦
记忆。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追踪一些看似平常
的细节和琐事。金先生可能问，穷追不舍的那
些真的有价值?历史恰恰由细节编织而成。

自述原计划在金先生九十寿辰时出版。去
年秋，他陪我在清华园散步。路过二校门，我要
他带我看看照澜院一号故居。站在残破的门
外，金先生很平静。这栋院落，有他父亲和钱伟
长先生为邻时留下的故事。

初稿的十五六万字文字实录，渐渐浓缩成
了六万多字。一些重要事件与细节，访谈中前
后重复闪现。金先生的记忆，虽属简约版，却诚
实、牢靠。重要的事实，始终只有一个版本。作
为采访者，我习惯与被访者保持适当的距离。
自述出版之际，我想表达对金先生的敬意与景
仰。他是最好的中国知识分子，忍耐、包容、人
格独立，一生为国。谢谢金先生的信任，允我搅
动他的记忆，特别是痛苦的岁月。

近年中国出了许多好书，但都缺索引。很
多译著，也丢了原著索引，给阅读和研究带来
诸多不便。本书特地编制了人名索引，备查。杨
迪同学重新校订了人名索引，特表谢意。

2020 年 1 月 7 日，上海赴旧金山航班上。
4 月改定于休斯敦。2021 年 10 月改定于上海。

（本书序，有删节）

“如果世界上有天堂, 那一定是图书馆
的模样。”这句话出自阿根廷诗人、小说家、
评论家、翻译家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引领了
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文学潮，也是二十世纪享
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他迷宫般的叙述手
法对中国先锋写作有直接影响。无论在文学
写作者、欣赏者中还是在更广泛的艺术界，
博尔赫斯的作品都拥有长久的口碑力量，可
作为经典收藏和文艺借鉴。上海译文出版社
引进博尔赫斯所有作品版权，对其作品进行
了纸质书、电子书及有声书不同形式的出
版。目前已分三辑推出的作品中包含《小径
分岔的花园》《沙之书》《恶棍列传》等著名
作品。其中，电子书与纸质书出版进度同步，
目前已出版共 37 种。近日，随着博尔赫斯有
声诗集的上线，译文社将持续推出博尔赫斯
作品的有声版本，将其作品做全版权的深度
运营。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茑屋书店（上生
新所店）举办了“唤醒内心沉睡的玫瑰与老
虎———博尔赫斯有声诗集发布暨诵读分享
会”。来自沪上侧耳团队的主播印海蓉、王幸、
邢航、李菡、徐惟杰作为博尔赫斯有声诗集演
播主创出席了本次活动，分享了他们眼中的
博尔赫斯，并现场朗诵了这位诗人的代表作。
侧耳团队是由上海 30 多位知名主播创立的
融媒体公共文化品牌，他们通过朗读经典读
物、参与读书分享等线上线下活动持续推广
阅读这种优质生活方式。译文社与侧耳团队
的本次合作，是将侧耳团队在诗歌演绎的专
业性与博尔赫斯内容的高品质相结合，让声
音与文学碰撞出新的色彩。该活动还邀请嘉
宾与博尔赫斯责编周冉、缪伶超共同回顾了
博尔赫斯在中国的出版故事以及他在诗歌创
作上的独特性，带领现场读者深入走进博尔
赫斯的文学世界。在活动前期，译文社曾组织

了一次博尔赫斯诗歌全民朗读的活动，短短 5
天就有近 150名读者发来参选作品。

博尔赫斯有声诗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数
字部研发推出，数字部基于读者阅读需求，全
方位、多层次地推出众多有声产品，并得到了
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内容上，优先选择一线版
权的内容进行开发，石黑一雄、村上春树、博
尔赫斯等名家名作目前均已拥有有声书版
本。截至今年 10 月，“译文有声”已推出了三
百多种有声书，与喜马拉雅、懒人畅听、微信
读书等 10 多家平台进行合作，全网收听量超
过 5000 万。在音频制作方面，译文社也邀请
到国内著名的一线资深演播人员，如艾宝良、
张震、吴磊等。除全本有声书外，译文社还成
立了讲书工作室，在“全版权、多形态”的出
版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完全自主研发解读产
品，打造“知识付费”服务模式的产品线。

（黎闻）

聆听，博尔赫斯的诗句

《博尔赫斯全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