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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为学术界与出版界所牵挂
的 "章太炎全集# 终于在今年
出齐$ 用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的话来讲% &起了个大早% 赶
了个晚集'(

&迟了些% 慢了些( 过去
#"

年 % 造成了遗憾 % 也经历
了许多曲折 (' 许嘉璐先生参
加了立项时由李一氓主持的研
讨会 % &太炎先生全集的出
版% 是不是可以说% 标志着中
华民族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过
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

他用 &天时 ! 地利 ! 人基本
和' 的观点来解析这项 &了不
起的大工程' 在难产过后迎来
的转机)))&为什么说基本和
呢* 不是说吵架% 而是庆幸这
个时代还有太炎先生的亲炙弟
子和再传弟子( 我在想% 如果
继续拖延下去% 恐怕我们整理
的难度会更大('

!当时最热心 "全

集 # 出版的要算山

东大学的王仲荦教

授 $ 他与上海人民

出版社洽谈了整个

出版计划%

新版 "章太炎全集# 从
$

卷本扩充到
%"

册 % 并设立了
编纂出版学术委员会( 在编纂
工作的安排上% 许嘉璐担当主
任% 委员包括章太炎嫡孙章念
驰% 以及姜义华+ 汤志钧! 熊
月之 ! 马勇等相关领域的学
者( 这样的人员架构与旧版的
做法有很大不同)))不设编委
会 % 也没有主编 % 参与整理 !

编纂的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弟子
和再传弟子(

&'!'

年% 依据国务院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意见% 最
早确定出版的 "章太炎全集 #

选题交与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
前期筹备与后来的具体工作
中% 章太炎晚年入室弟子王仲
荦基本上扮演了 &总设计师和
总指挥' 的角色( &当时最热
心 "全集# 出版的要算山东大
学的王仲荦教授,,他与上海

人民出版社洽谈了整个出版计
划 ( ' 对于这位已故的前辈 %

章念驰心存感激(

&章先生的学问是双轨并
进的% 他有纯学术的著作% 也
有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
作 ( ' 王仲荦祖籍浙江余姚 %

生于上海% 婚后不久被章夫人
汤国梨介绍到章太炎门下( 学
术兴趣始于文学% 他受老师倡
导的 &读史救国' 的影响转为
史学%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领
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仲荦写过一篇澄清史实
的 "太炎先生二三事 #% 但他
不忘解释- &我是章先生的学
生% 以我来写太炎先生% 当然
有偏护的地方% 所以是不适宜
的 (' 相较于人物评述 % 整理
&客观存在 ' 的文章 % 就没有
那么多的条框( 负责校点 "诂
经札记 # 与 "七略别录佚文
徵 # 的汤志钧后来在 "文史
哲# 上撰文% 回忆王仲荦是如
何精心擘画! 辛苦经营 "章太
炎全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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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上海社联负责
人罗竹风同志! 上海古籍出版
社社长李俊民同志到济南开
会% 仲荦先生提出- 章太炎撰
著文字深奥% 索解为难% 很多
专著不易句读 % 且篇幅浩繁 %

门类庞杂% 最好由章氏弟子或
再传弟子分别标校( 并多次写
信给我% 协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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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
成都举行% 仲荦先生和我都参

加了% 同住锦江宾馆( 饭余会
后 % 我经常和仲荦先生商量
"章太炎全集 # 的编纂 ! 出版
事宜,,会议结束后 % 经重
庆 % 越三峡 % 在武汉停留

)

天 % 乘 .东方红 /

*%

号轮北
旋% 我们一直在一起,,旅途
多暇% 我们纵谈古今% 更多的
是太炎先生轶事和 "全集# 编
纂 % 包括家属联系 + 资料征
集 + 人员分工 + 标校体例等
等(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陆志仁
同志也参加过会谈% 给以有力
的支持 ( 临别 % 仲荦先生提
出 % 由他联系家属和章门弟
子% 叫我就近在上海和出版部
门联系% 从而对 "全集# 整理
提出一个可行的框架('

在章念驰的家中% 至今还
留存了两份与王仲荦有密切关
联的复印件 ( 一份题为 &"章
太炎全集# 编辑+ 标校初步分
工 %' 名单上有殷孟伦 + 殷焕
先 + 诸祖耿 + 徐复 + 姜亮夫 +

蒋礼鸿 + 潘景郑 + 李希沁等 %

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 王仲荦
积极奔走% 写信动员( 另一份
为 &关于整理出版 "章太炎全
集 # 的几点意见 '% 里面的内
容都是王仲荦发凡+ 审定的(

比如 &分工' )))

组织工作统一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面联系% 具体参加单
位- 山东大学+ 南京大学+ 南
京师院+ 复旦大学+ 上海历史
研究所 + 武汉大学 + 杭州大
学+ 上海师院+ 扬州师院+ 上
海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 以及

章氏家属和苏州社会力量(

再如 &版本' )))

"章氏丛书 #% 采用浙江
图书馆本为底本% 参校北京图
书馆所藏手稿本0

"章氏丛书续编 #% 采用
钱玄同+ 吴承仕的北京木刻本
为底本 1已断句20

章氏著作已刊部分% 采用
章氏国学讲习会排印本 1大都
已断句2% 及制言月刊本0

章氏著作未刊部分% 据手
稿 + 抄件或从当时报刊摘录 %

一律注明出处或藏所0

"訄言 # 前后出过三版 %

每版均有改动% 拟将木刻本和
日本铅字排印本分别整理% 并
参校上海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
所藏手校本+ 部分手稿以及手
改本$

在版式的选择上% 上海人
民出版社的意见是采用横排简
体 % 这样一来 % 印刷时间短 +

成本低% 出版效率更高$ 王仲
荦则坚持直排繁体% 在回复汤
志钧的信中写道- &如果这个
问题不解决% 我们的计划可能
会流产 % 我也无法来上海了 $

因为参加点校的同志% 事先一
谈到 % 就是触及这个问题 $ '

他表示% 出版社的决定让自己
很为难% &章+ 黄的徒子徒孙
很多 % 我能够把他们组织起
来% 但有些敏感的问题% 我也
不能完全左右 $' 最终双方达
成一致 % 从

*'$%

年的 "章太
炎全集# 第一册开始% 陆续推
出的

$

卷本均为直排繁体$

*'$+

年的初夏% 王仲荦心
脏病猝发去世 $ 谁也想不到 %

不久前还在病床上和华中师范
大学教授章开沅讨论 "章太炎
全集 # 的他会这般匆匆离去 %

而几天后就是纪念章太炎逝世
,-

周年学术研讨会 $ &我想
我们要记住为了前

$

卷做出很
多实际贡献的学者们% 也要记
住王仲荦先生 $' 浙江大学教
授崔富章作为姜亮夫的助手参
与 "章太炎全集# 的整理和编
纂 % 在他看来 % 旧版 "全集 #

在
*'$+

年后之所以没有再做
下去%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王先生不在了$

整理章太炎著作的

难度相当大 $ 当章

门弟子和再传弟子

渐渐老去 $ 有能力

胜任这项工作的人

越来越少

&"章太炎全集 # 出完
$

卷本后就没了动静% 其他历史
人物的全集至少出版了上百
种 $' 章念驰认为 % 这套书命
运多舛% 原因比较复杂$ 首先
是出版业长期不景气% 学术类
图书的市场规模小% 但是成本
不低)))编写难 % 生僻字多 %

像 "全集# 的校读就需要读
,

遍校样0 其次是 &文革' 结束

用 )-年时间爬一座大山
本报记者 黄春宇

!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始于
*'!'

年#大部分参与者为章门弟子与再传弟子#

*'$+

年出版完
$

卷本后遭
遇$难产%& 在章门后人'章氏故里以及学术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整理与出版工作得以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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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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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章太炎全集"全部出齐#整体编校水平超越旧版#续接历史的同时也能给更
多人提供便利#去翻越章太炎这座大山&

!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出版座谈会留影

!

#下转
!

版$

王仲荦

!!!"章太炎全集#的整理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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