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感言1

父亲是一九七九年的元月四日，在被贬逐整整二十年后接中央通知回到北

京的。我是在元月一日收到父亲从合肥打来的电报，先他两天从我所在的三线

工厂到京，为他安排住宿等事宜。回京不久，父亲即得到正式平反，并回到水

利电力部复职。水利电力部办公厅的人用麻袋送回了当年查抄的父亲的财产，

那其中有我小时候熟悉的暖水瓶和一些日用品、书籍，甚至还有避孕套，惊叹

当年对父亲的“没收”真够彻底。

我整理了那几麻袋“垃圾”，拣出了尚可用的东西，其余都当废物扔了。可

是那些当年水电部党组收走的父亲最珍贵的信件、日记、笔记等等，却没有踪

影。经询问，无人记得“文革”中曾销毁过李锐的物品。因此父亲以极大的期

望让他的秘书继续查找。终于有一天，在机关大楼地下室发现了一个加了封条

的大保险柜，钥匙已无处可觅。秘书撬开铁门，满柜都是父亲的材料！父亲将

它们悉数抱回。那其中有父亲的工作笔记和日记等，还有他和我母亲的通信及

我母亲早年的日记。出于好奇，我草草地翻看了一下父母的通信，诧异其中延

安时期的信件已经是“二进宫”了，竟完好地保留着抢救运动时期审查人员整

理装订的标签。母亲信的内容也使我惊讶，没想到她对父亲曾有过那样的柔情

与娇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父亲的爱，使我难以相信这些信出自后来对父亲

恨得咬牙切齿的母亲之手。我那年廿九岁，并不认识这些信件的史料价值，只

想着是日后写小说的绝好参考资料，便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塞进柜子，再也没有

翻看过。这些信件如此一放就是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晃眼间过去了。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在内地的发表，使我的

母亲——范元甄这个沉寂了半个世纪，当年在延安为人们熟知、很红的名字又

被忆起。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议是我始料不及的，尽管我自认为是尽力作到了

公允，只讲述事实，但是很多读者还是以为我的感情色彩太浓。我以为我写我

的母亲，绝不仅仅是写她一人，因为她是那个历史、社会和制度造就的典型，

因此想作“以实代论”的文章。只可惜我的经历、阅历和学识，使我无法充分

地在文章中展现我的父母所经历的巨变的时代和历史事件，以使读者了解何以

1 本书原版《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 1938－1960 年通信、日记集》（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版），大陆版出版时删除了“编者

感言”和 1949 年后的通信。



同一个家庭、同一个党的两个成员会成为如此极端相反的两种类型的人；引起

对造成范元甄异化的环境、思想氛围、即共产党那些年历程的反思。因此我想

到了父母的信件。我和我的先生悌忠在二○○二年的六月份开始着手整理这些

信件，先是把它们一张张弄平整，再用塑料薄膜套一张张夹好，放入活页本。

这些信件整整装订了二十八册。还没有看内容，我们已被那些经年日久、制作

各色的纸张的文物价值所震撼了。

在此后八个月的时间里，我用下班后六点到十一点的时间，把这些信件输

入电脑，查核日期，编辑成册。来美国探望女儿的热情的作家奚青先生也参加

了输入，否则我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工作。在那八个月内的

几乎每一个周末，我和悌忠都用来做原件和电脑输入件的核对工作。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则是被这些信件所跨越的巨变的年代、历史性地域，及其所涵盖的

鲜为人知的、毫无粉饰的发生在革命队伍内部史实的纷纭和博杂所震撼了。奚

青先生和我们一样毫不怀疑地认为，我父母间近八百封保存完好，逾八十万字

的这些信件和少量日记，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家务事，这些文字映射出自抗战初

期始、经延安、解放战争、解放东北继而解放全中国，接管政权创建新国家，

直到庐山会议后止于一九六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此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每个大

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和行为。帮助我审阅、脚注的朱正先生更是将这些信件评

价为：“一部活的党史”。

人说迄今共产党的信史只有一部，那就是父亲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其

他类似五十年代的《红旗飘飘》，近年的第一、二代革命者的个人回忆录版本虽

多，但无不有所取舍、有所回避；甚至编撰、捏造也不为鲜。自中国共产党诞

生以来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几乎都已作古，抗战前投身革命的第二代共产党人活

着的也已为数不多，且均已届大耄之年，要想再有一部由当事人撰写的共产党

的信史，已几乎是奢想。人亡事灭，历史留下了无数的空白点，有些事或竟成

为千古之谜。能够给历史做些补缺工作的只有私人的日记、信件和封存在中央

档案馆里的文件了。或许还有那些失败者留在后人手里的文字，等待着公开面

世的时机。

名人的私人信件集，古今中外都有出版，只听说发生过版权之争，未闻有

触犯隐私的纠纷，大概就是以名人的私人信件为史补遗是一公理。近一个世纪



的风雨苍黄，能够保存下来的数量如此之众、篇幅如此之巨、年代如此之长久

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通信，我敢断言“李、范”间的即使不是唯一幸存，

也是寥寥者了。让其尘封于我的家中，而我的后代并不一定能认识这些信件的

价值而终有一天散尽，我实不甘心。故整理出来(并附历史照片)，斗胆予以出

版。希望抢在那些第二代共产党人还未走尽之前将此书面市，让他们能看到这

本书，他们本人或家人或可给此书空缺的脚注(均以“？”在脚注中标出)补上

一些人、事资料。

父亲的挚友黎澍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是我最敬佩的

人之一，为他的学识、为他的科学的思考、为他的敢于开研究风气之先。黎澍

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史实’。只有占有大量史料，

去伪存真，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才会有对历史的正确的认识。

因而，‘考求历史真实不能不是历史科学实现其发现规律这个首要任务的前提条

件。’”。我因此相信这些信件正是黎澍先生所强调的那类最珍贵的、可藉以弄清

史实而为研究历史，从而发现其发展规律以为今日借鉴所必须占有的史料。

一九七九年黎澍先生曾想调我到他的《历史研究》杂志社工作，当时基于

多种考虑，我没有去。现在以这本书回报黎澍伯伯当年对我的信赖和期望。我

相信他若在天有灵，是会认为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的。我也相信我的父母

会为自己给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而自慰当年曾点灯熬夜写下了这些如今已弥

足珍贵的字字句句。

李南央

写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二 00 四年四月二十日



目录

第一部 1938 年范元甄日记

1.1938 年 12 月 1 日

2.1938 年 12 月 8 日

3.1938 年 12 月 9 日

4.1938 年 12 月 10 日

5.1938 年 12 月 11 日

6.1938 年 12 月 12 日

7.1938 年 12 月 13 日

8.1938 年 12 月 14 日

9.1938 年 12 月 15 日

10.1938 年 12 月 16 日

11.1938 年 12 月 17 日

12.1938 年 12 月 18 日

13.1938 年 12 月 19 日-21 日

14.1938 年 12 月 27 日-28 日

15.1938 年 12 月 30 日

第二部 1939 年湖南-重庆信、日记

16.1939 年 2 月 3 日李锐信

17.1939 年 3 月 24 日李锐信

18.1939 年 4 月 29 日范元甄信

19.1939 年 5 月 5 日范元甄信

20.1939 年 5 月 3 日李锐信

21.1939 年 5 月 26 日范元甄信

22.1939 年 5 月 10 日李锐信

23.1939 年 5 月 26 日李锐信

24.1939 年 6 月 2 日范元甄信

25.1939 年 6 月 3 日李锐信

26.1939 年 6 月 10 日李锐信

27.939 年 6 月 16 日范元甄信

28.939 年 6 月 17 日范元甄信

29.1939 年 6 月 18 日范元甄信

30.1939 年 6 月 24 日李锐信

31.1939 年 6 月 26 日范元甄信



32.1939 年 6 月 27 日范元甄信

33.1939 年 6 月 30 日李锐信

34.1939 年 6 月 30 日，7月 1日和 3日范元甄信

35.1939 年 7 月 4 日范元甄信

36.1939 年 7 月 6 日范元甄日记

37.1939 年 7 月 2 日范元甄信

38.1939 年 7 月 9 日-13 日李锐信

39.1939 年 7 月 20 日范元甄日记

40.1939 年 7 月 21 日范元甄日记

41.1939 年 7 月 21 日李锐信

42.1939 年 7 月 24 日范元甄信

43.1939 年 7 月 26 日李锐信

44.1939 年 7 月 26 日范元甄信两封

45.1939 年 7 月 29 日范元甄日记

46.1939 年 7 月 30 日范元甄日记

47.1939 年 7 月 31 日范元甄日记

48.1939 年 8 月 1 日范元甄日记

49.1939 年 8 月 1 日范元甄致叶剑英信

50.1939 年 8 月 2 日范元甄日记

51.1939 年 8 月 2 日李锐信两封

52.1939 年 8 月 10 日范元甄信

53.1939 年 8 月 11 日李锐信

54.1939 年 8 月 12 口李锐信

55.1939 年 8 月 16 日范元甄信

56.1939 年 8 月 17 日李锐信

57.1939 年 8 月 19 日范元甄信

58.1939 年 8 月 23 日范元甄信

59.1939 年 9 月 1 日李锐信

60.1939 年 9 月 2 日李锐信

61.1939 年 9 月 6 日李锐信

62.1939 年 9 月 9 日李锐信

63.1939 年 9 月 13 日范元甄日记

64.1939 年 9 月 13 日李锐信

65.1939 年 9 月 14 日范元甄日记

66.1939 年 9 月 15 日范元甄日记



67.1939 年 9 月 15 日李锐信

68.1939 年 9 月 19 日李锐信

69.1939 年 9 月 20 日李锐信

70.1939 年 9 月 21 日-23 日李锐信

71.1939 年 9 月 22 日范元甄日记

72.1939 年 10 月 2 日李锐信

73.1939 年 10 月 5 日范元甄日记

74.1939 年 10 月 7 日范元甄信附范父亲信

75.1939 年 10 月 5 日-8 日李锐信

76.1939 年 10 月 9 日-1O 日李锐信

77.1939 年 10 月 1 日范元甄信

78.1939 年 10 月 14 日范元甄信

79.1939 年 10 月 15 日范元甄信

80.1939 年 10 月 16 日李锐信

81.1939 年 10 月 16 日下午李锐信

附 李锐给范元甄表哥看假信

82.1939 年 10 月 17 日李锐信

83.1939 年 10 月 19 日范元甄信

84.1939 年 10 月 20 日范元甄信

85.1939 年 10 月 22 日范元甄日记

86.1939 年 10 月 21 日-23 日李锐信

87.1939 年 10 月 23 日范元甄信

88.1939 年 10 月 25 日李锐信

89.1939 年 10 月 26 日李锐信

90.1939 年 10 月 28 日范元甄信

91.1939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7 日李锐信

92.1939 年 11 月 4 日范元甄日记

93.1939 年 11 月 2 日和 9日范元甄信

94.1939 年 11 月 10 日范元甄信两封

95.1939 年 11 月 12 日范元甄日记

96.1939 年 11 月 16 日范元甄日记

97.1939 年 11 月 17 日范元甄信

98.1939 年 11 月 18 日范元甄日记

99.1939 年 11 月 20 日范元甄日记

100.1939 年 11 月 21 日范元甄日记



101.1939 年 11 月 22 日范元甄日记

102.1939 年 11 月 25 日范元甄日记

103.1939 年 11 月 19 日-25 日李锐信

104.1939 年 11 月 29 日范元甄日记

105.1939 年 11 月 26 日-30 日李锐信

106.1939 年 12 月 1 日范元甄日记

107.1939 年 12 月 7H 范元甄日记

108.1939 年 12 月 8 日范元甄日记

109.1939 年 12 月 22 日范元甄日记

第三部 1940 年至 1945 年延安信、日记

第四部 1946 年 2 月至 5 月北平-承德信

第五部 1946 年至 1948 年-东北信、日记

第六部 1949 年 5 月至 1949 年 11 月南下后通信

李锐、范元甄通信大事年表

本书涉及人物简介







































缺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