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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渊与鲁迅的友谊
陆钰馨

高等教育纪事报新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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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出版社$!探讨了环

境写作中的黑人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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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中辑入了这首 #无题道
诗"$ 并作了考证% 但因感觉仍
有有疑点$并没有确定为真篇$

所以他作了谨慎的保留$说&'惟
诗后提 (临书)$ 古人云临*临
文 *临书 $有自作文之意 $亦有
书录*临摹他人文之意$此诗或
是阳明临书他人之道诗耶+ 姑
记疑于此以俟考% ,王阳明一生
好佛道$ 束先生曾考定阳明向
尹真人学 -真空炼形法, 的修
炼 $钱德洪 .阳明先生年谱 "说
他 -筑室阳明洞中 $行导引术 /

久之$遂先知,% 邹守益.王阳明
先生图谱"说他-辟阳明洞旧基
为书屋$究仙经秘旨% 久之$忽
能预知,% 王畿更对阳明在阳明
洞中进行-真空炼形法,修炼有
具体的描述% 这都是人们熟知
的常识% 其实$马星翼.东泉诗
话"所载 -李太白乩仙七绝诗九
首,断然不是李太白所作$显然
是藤县吕仙阁内一班乩仙道士
的拼凑伪造$ 秦先生竟拿它们
来作为证伪的证据并无意义 %

本人以为 $最大的可能还是这
首 .无题道诗 " 是王阳明所
作$ 后来到清代道光年间吕仙
阁的乩仙道士剽窃了这首佚
诗$ 拼凑成所谓李太白乩仙七
绝诗九首% 综合以上情况$ 目
前最正确的处理方法还应是像
束先生一样将这首诗存疑待
考$ 不必遽定为伪篇%

!泗城土府世系考$

该文束先生辑自 .古今图
书集成 "$ 他根据 .王阳明全
集 "中阳明自述的资料作了自
己的考证 % 秦先生对束先生的
考证不置一词 $只引白耀天的
考证来证明 .泗城土府世系
考 "是伪文 $指责束先生大错 $

这在文献学考证研究方法上
有失严谨 % 白耀天先生的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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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可成一家之说 $但并
未千古定案 $所以束先生又作
了新考 % 王阳明在 .泗城土府
世系考 "中主要考定土州之岑
氏是源出绍兴余姚岑氏 $而非
地方土州傜人土民 $这是王阳
明的独特看法 $后人可以说他
对 $也可以说他错 0有如阳明
自认为其先祖是王羲之一系 $

而实际是王导一系 1$ 但不可
以为他说错了 $就推定 .泗城
土府世系考 "为伪文 $何况王
阳明是不是说错也很难说 % 迄
今为止 $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
以定死该篇为伪文 $因此后人
仍有继续考证的必要 %

%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

国序$

这篇序$ 束景南先生辑自
.邻交征书"$ 秦先生指责束先

生不知该序的原始出处 $ 说
-原件今在五岛美术馆大东急纪
念文库,% 按该序最早乃 .王阳
明全集" 编者所辑$ 但因有错
字漏字$ 且未作考证$ 不知了
庵和尚其人及其来明进贡的事
情原委$ 所以束先生转而从伊
藤松的 .邻交征书" 中辑得了
此篇$ 并根据 .邻交征书" 中
的资料记载$ 全面考清了日本
东正使了庵和尚其人及其出使
来明的整个经过% 束先生在考
证中也明已说明了此序的原始
出处& -按此序真迹又为日本
九鬼隆辉所藏$ 斋藤拙堂 .拙
堂文话" 著录此序%, 实际 .邻
交征书 " 于此序下也明注云 &

-真书$ 伊势正住氏藏% ,秦先
生的指责很不实事求是% 秦先
生又指责束先生辑的此序有错
误$说-有,应作-所,$-朱,应作
-采,等% 按.邻交征书"中这篇
序是伊藤松据伊势正住氏所藏
的原件著录$ 并作了校对$-所,

是 -有 , 的形误 $ -采 , 是
-朱 , 的形误 % 如作 -所 , *

-采,$ 则大不通$ 这是一般校
勘者都会看出的问题$ 秦先生
完全说颠倒了%

!夜归$

这篇诗 $ 束景南先生辑自
阮元所书阳明诗手迹% 阮元称
这首诗是王阳明所作$ 他看到
过阳明这首诗的真迹% 秦先生
指出这首诗.柳亭诗话"卷六作
戴颙作$可算-歧出,$但还无法
肯定这首诗是戴颙作而不是王
阳明作$存疑待考可也% 类似的
还有$秦先生指出.地藏塔 ".满
江红".题倪云林春江烟雾图"也
为另人作$ 这也可以视为 -歧
出,$存疑待考% 又$秦先生提出
.西湖".题温日观葡萄次韵".望
江南"分别是贺甫*释守仁*瞿佑
所作$这还可再作进一步考定%

以上商榷意见 $ 也仅是本
人的若干思考%

文献的辑考研究本是一个
逐渐深入 * 不断完善的过程 %

如对王阳明佚诗* 佚文的辑佚
考证$ 可以说是经过了两个世
纪* 几代人的努力$ 不断开拓$

才取得了现在这样的成绩% 以
束景南先生二十余年来对王阳
明佚诗* 佚文的辑佚考证来说$

就是一个不断辑考* 不断完善
的过程% 束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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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写出
了 .阳明佚文辑考编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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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了增订本的 .王阳明
佚文辑考编年"$ 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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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写出了 .王阳明全集补编" 与
.阳明年谱长编"$ 并从去年又
开始写一部增订本的 .王阳明
全集补编" 与修订本的 .王阳
明佚文辑考编年"$ 这正是一个
学术上精益求精的过程%

"

!迈锡尼经济崩溃"公元

前
#%&&

&

$&&

年 的 进

口' 贸易和机构#!

3%-%4

56 78--%$

著"剑桥大学

出版社$%结合文本和考

古数据" 研究铜器时代

晚期的贸易!

%拉美女性电影制片

人"社会和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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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新墨西哥大

学出版社$%聚焦巴西#

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

的女性电影制作人!

潘渊 "字企莘 "浙江绍

兴上虞汤浦人"英国伦敦大

学心理学博士"我国现代心

理学先驱 " 教育家与翻译

家" 先后在湖北教育学院&

北师大 &北京大学 &山东师

范学院&浙大龙泉分校任心

理学教授"退休后回乡加入

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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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十年里"潘渊曾在蔡元培任

总长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

第一科任职"与科长鲁迅既

是同事 "又是同乡 "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据潘渊哲嗣"原绍兴市

东湖中学校长潘仁延考证"

在'鲁迅日记(中"记载潘渊

与鲁迅交往的有
AB

处%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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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D

月
?1

日 "鲁迅在

'日记( 中写道)*潘企莘明

日归越"以德文典四本托持

寄三弟% +此三弟即周建人%

潘渊对鲁迅执师长之礼"敬

重有加%潘渊知道鲁迅烟瘾

大 "爱喝茶 "每次返乡总要

给鲁迅捎带一些会稽山区

的茶叶&笋干等土特产% 而

鲁迅对这位同乡晚辈十分

关心与爱护" 经常在工作&

学术&生活上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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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潘渊赴京应文官考试"就

是鲁迅作的保%鲁迅还曾赠

送 '城外小说集(&'中国小

说史略(!上下册$等书给潘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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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

月"潘渊之女

患病"鲁迅陪同到北京山本

医院求医 " 并在日记中写

道 )*上午往山本医院为潘

企莘译+%

潘渊著有论文'情绪和

意志之关系(" 阐述了情绪

是意志在人的心理上的反

应%探究潘渊与鲁迅友谊的

基础"是在教育事业上的志

同道合%鲁迅从教
D1

年"不

仅是伟大的文学家 & 思想

家" 也是卓越的教育家"一

贯批判封建旧教育 " 倡导

*立人+观念"关怀儿童的成

长 "大声疾呼 *救救孩子 +"

在大量的文学作品里表达

了先进的教育思想%潘渊毕

生心系教育" 致力育人"抗

战困难时期"目睹农民子女

失学严重"就在家乡穷山沟

里创办了一所*川下小学+"

并让自己的子女去任教%这

种共同的志向与情结"将潘

渊与鲁迅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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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0?

日 "北京女

师大闹学潮"反抗杨荫榆校

长的封建家长式作风"潘渊

坚决站在鲁迅一边"支持革

命师生% 后来"鲁迅因支持

进步学生"被教育部当局免

职% 当天下午"潘渊即与朋

友&学生二十多人去鲁迅寓

所登门慰问与声援"让鲁迅

十分感动% 所谓众志成城"

这场学潮在鲁迅等人的抗

争和全社会的支持下"最终

取得了胜利%

据'鲁迅日记(统计"潘

渊先后给鲁迅写过五封信"

鲁迅回复了三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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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潘渊回乡后经常接待研究

鲁迅的学者"给少先队员讲

鲁迅的故事"并向大家展示

鲁迅写给他的亲笔信%可惜

这封信在 *文革 +扫 *四旧 +

时失落了%

潘渊一生挚爱教育事

业 " 晚年翻译了詹姆士的

'心理学原理(一书"为我国

的教育学作出了卓著的贡

献% 潘渊的后辈秉承家风"

三代从教"是名副其实的教

育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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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

月"潘仁

延先生将潘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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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册珍

贵藏书捐赠给绍兴鲁迅纪

念馆 % 纪念馆为此设立了

*潘渊书室+% 至今" 潘渊

的长孙女与鲁迅的长孙周

令飞先生还在共同从事鲁

迅文化基金会的工作"为弘

扬鲁迅精神"推动文化创新

发展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

力%潘渊与鲁迅的友谊可谓

世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